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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实验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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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病理生理学实验双语教学是理论双语教学的有益补充与促进。青海大学医学院在前期开展病理生理

学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对２００９级５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实施了病理生理学实验双语教学，取得了一定经验，

有力地促进了病理生理学学科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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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国很多医学院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双语教学，本

校也在免疫学、病理生理学等学科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

定经验［１］，但这些双语教学主要集中于理论教学，而在实验教

学中开展双语教学的较少，本校开展双语教学的课程也主要集

中于理论双语教学。现将本校开展双语教学的效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已进行病理生理学理论双语教学的

２００９级５年制临床本科生５２名进行实验双语教学实践，其中

男２４名，女２８名，平均年龄２１．６岁。这部分学生已经进行了

理论双语教学实践，他们的专业词汇、英语水平都有了一定程

度提高，对双语教学模式也有了较好的了解。２００９级５年制

临床本科其他学生沿用传统实验教学方式（中文班）。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师资准备　开展实验双语教学的教师仍以开展理论双

语教学的教师为主，同时通过前期实践，教师的英语水平也有

了较大提高，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与学生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

默契，这为开展实验双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师资条件。

１．２．２　教材准备　教材的选择是实验教学的重要环节，它直

接影响实验教学的效果［２］。目前各校开展的实验教学内容不

尽一致，国内也没有统一的病理生理学实验双语教材。基于

此，根据本校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大纲，并结合兄弟院校病理生

理学实验教学经验，参考国外原版教材，教研室全体教师通过

讨论集体编写了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病理生理学全英文实验

指导。

１．２．３　课件制作　多媒体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的特点，非常

有利于双语教学的开展［３４］。教研室经过集体讨论后根据各位

教师的特点及经验，制作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开设的病理生理

学实验双语教学课件。课件中插入了大量的图片、图像、操作

示范等内容，这既有益于学生操作，又有益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试验，可以有效提高实验双语教学效果。

１．２．４　实验准备　双语教学不应仅是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

应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而营造良好的双语教学环境对于试验

双语教学的进行是非常有意义的［５］。因此，将张贴在实验室的

注意事项、教学安排等采用双语表达，实验室常用药物、器械等

的标注及说明也采用双语形式。这样，学生在实验室中有一个

很好的英语环境，通过多方刺激对学生进行强化。

尽管学生已经进行了理论双语教学的实践，但他们之间依

然存在着差异，分组时必须考虑这一情况。为避免不同组之间

差异过大，分组时应重点考虑学生的英语能力，保证每个小组

中至少有１名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并鼓励学生在实验阶段尽

量使用英语进行交流，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英语水平较高学生

的语言带动作用，同时又有利于培养英语水平相对较弱学生的

积极性。

１．２．５　教学实施　实验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主要是学生的

操作［６］，因此教师一定要控制好讲解时间。对于简单及熟悉的

内容如实验目的、原理、器械、药品等用英文讲解，而对于复杂

的内容如操作则给予中文解释，尤其是相关注意事项一定要用

中文解释清楚，以便实验顺利进行。同时刚开始进行实验双语

教学时，中文的比例可多一些，随着实验的进行，英文的比例则

逐渐加大。由于实验课氛围宽松，气氛活跃，教师可使用包括

肢体语言在内的多种方式进行讲解，对学生的指导、示范及交

流可充分使用英语，这样既活跃了气氛又拉近了与学生之间的

距离，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１．２．６　课后质控　实验课结束后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实验报

告。对于双语教学的实验本教研室有特殊要求：（１）为避免学

生书写时无序性和盲目性，统一实验报告的书写格式和内容。

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实验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实

验动物（ａｎｉｍａｌ）、实验器材、药品（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实验过程（ｓｔｅｐｓ）、实验结果（ｒｅｓｕｌｔｓ）和讨论（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２）

要求实验报告尽量用英文完成。

　　对于实验双语教学的考核不仅看实验报告，还包括学生的

操作及在实验过程中的表现（包括英语的使用情况）。病理生

理学实验属于功能学实验，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

学生的操作是考核重点，结合双语教学，学生在实验中英语的

使用情况也被列入考核点，这样既督促学生认真完成实验，也

督促学生使用英语，从而达到了实验双语教学的目的。

２　结　　果

　　病理生理学实验的考核主要包括实验报告、技能操作，操

作理论３个部分。对操作技能、操作理论的考核双语班与中文

班同时进行，考核内容完全一致。考核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方

式的学生都能很好掌握相关实验操作技能及操作理论，考核成

绩无差异，提示实验双语教学对学生的技能操作训练，操作理

论的掌握没有影响。对实验报告的考核要求２班一致，但实验

报告的书写形式２班不同，双语班要求尽量以英文形式完成实

验报告，中文班对英文没有硬性要求。通过完成实验报告，可

以明显看出双语班学生能够完全按照要求完成实验报告，正确

地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而且随着实验的进行，其英语水

平呈阶梯式上升，尤其是对专业词汇的掌握与应用。另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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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实验教学中引入双语教学，在实验结束后双语班同学普遍

反映英语表达能力较开始有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实

验双语教学与理论双语教学同步进行，二者互相配合，使病理

生理学的双语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理论双语教学。

３　讨　　论

　　双语教学是一种蕴涵着全新教育理念的教学形式，是我国

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新举措，但目前国内双语教学的开展主要

局限于理论教学，很少在实验教学中开展双语教学，在医学实

验教学中尤其如此［７］。医学教育是一门实践性教育，有大量的

实验配合理论学习，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紧密联系，互相影响。

如果单纯在理论教学中开展双语教学，往往会形成独木难支的

局面，而如果在理论和实验中配合使用双语教学，则可以互相

促进，互相弥补而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开展实验双语教学首先要明确双语教学只是一种教学

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使用英语进行教学使专业与英语同步提

高。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的首要目的依然是通过实践使学生

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其次才是语言的提高与应用。因此，双

语教学不能削弱教学目的，在实验教学中应始终以实验为中

心，绝不能因为听英语、讲英语而忽略了实验，如果是这样，那

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实验教学也是一样［８］，

如果各专业教师在进行实验带教时根据各自学科特点适当引

进双语内容，将会形成双语教学的连锁效应，这既有利于提高

双语教学效果，又有利于更多学科开展双语教学。

参考文献

［１］ 刘辉琦，马建忠，刘杰，等．病理生理学双语教学的实践与

探讨［Ｊ］．医学教育探索，２０１０，９（１８）：１５２８１５２９．

［２］ 李铭，张虹，袁改霞，等．人体及动物生理学实验双语教学

的实践与探讨［Ｊ］．高师理科学刊，２０１０，３０（５）：１０３１０５．

［３］ 胡水清，张玫，樊洁，等．多媒体双语教学在临床内科学

中的应用和探索［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３）：３０６３０７．

［４］ 吴玉，薛大东，刘运胜，等．医学多媒体教学资源库的设计

与建设［Ｊ］．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５）：６２８

６２９．

［５］ 秦燕，李耀华，吴建新，等．医学本科生机能学实验双语教

学探索［Ｊ］．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８）：９６３

９６５．

［６］ 江东，江西．基础化学实验教学应双语化［Ｊ］．广东化工，

２０１１，３８（９）：１８６１８７．

［７］ 钟富有，何珏，刘振优．医学实验双语教学的研究探讨

［Ｊ］．赣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５）：６８７．

［８］ 李健，苗绪红，李光．七年制医学生细胞生物学实验双语

教学的实践与思考［Ｊ］．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

育版，２００７，９（４）：４６５４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６）

利用实验动物制备肥达反应阳性抗血清的研究

田兆菊，马玉红，田景惠，焦凤萍（泰山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临床免疫学教研室，山东泰安　２７１０１６）

　　【摘要】　目的　建立肥达反应阳性实验结果，帮助学生理解肥达反应的原理、操作方法、结果判断及临床意义。

方法　将肥达反应的５种诊断菌液适当处理后，按照一定程序免疫家兔，然后采集全血，分离免疫血清，采用直接试

管凝集实验检测凝集效价。结果　在免疫的５０只家兔中，５种免疫血清的凝集效价达到１∶１２８０以上的有４１只，

占８２％；３０只家兔的血清效价达到１∶２５６０，占６０％。结论　获得了高效价的肥达反应的阳性抗血清，为医学专

业学生实验教学中正常开展该项实验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实验动物；　肥达反应；　免疫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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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达反应是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检验中一项重要的实验项

目之一，临床上用于伤寒和副伤寒的实验室诊断，是医学专业

学生，尤其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必做的实验项目。近年来，随

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及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伤寒和副伤寒病的

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且症状也逐渐不典型，偶有暴发流行则多由

于水源或者食物污染引起［１３］，也有儿童出现肥达反应阳性的

报道［４］，但是患者有限的血清往往不够众多学生做实验用。因

此，要取得该阳性血清实属不易，且在实验过程中存在病原体

散播使学生受感染的危险［５］。现将本研究采用直接试管凝集

实验检测抗血清的凝集效价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５月龄家兔（新西兰大白兔），平均体质

量２～３ｋｇ。

１．２　仪器与试剂　电热恒温水浴箱（ＨＨＷ４２０６００型，金坛

市科技仪器有限公司）；冰箱（购自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肥

达反应诊断菌液（购自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包括伤寒

杆菌 Ｈ９０１、Ｏ９０１诊断菌液、甲型、乙型和丙型副伤寒杆菌的诊

断菌液）；无菌生理盐水（购自北京鑫四环消毒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免疫原的制备　无菌操作取肥达反应的５种诊断菌液

各５ｍＬ于灭菌离心管中，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液，

菌体用５ｍＬ灭菌生理盐水重悬后，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

弃上清液，重复上述操作，将菌液反复洗涤３次，最后将细菌沉

淀用灭菌生理盐水稀释成１０９ｃｆｕ／ｍＬ作为免疫原，备用。

１．３．２　动物的免疫　免疫前，首先采集家兔静脉血：进行耳

缘静脉采血每只２～３ｍＬ，加入塑料试管，３７℃温育４０ｍｉｎ，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分离血清，分别装于ＥＰ管中，于－２０

℃保存，作为阴性对照血清，然后按表１方法免疫家兔，每种菌

液免疫家兔１０只。末次免疫家兔７ｄ后，耳静脉采血１ｍ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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