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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索如何依托-互联网
B

.平台实现在中医院校内+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的优化&

方法
!

以互联网为基础!依托名师空间课堂和中医药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资源对+临床分

子生物学检验,实验课内容进行整合!提高+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结果
!

通过互联网媒

介平台!形成微课'微视频'

==)

'数字化教材等多样化教学手段的开发和应用!有效提高了中医院校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医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为中医药创新发展培养优秀人才提供了方案&结论
!

此种探索模式培养了

学生独立思考'自主设计实验项目的创新能力!但后期更为专业的教学模式构建仍需不断努力与探索&

关键词"中医院校#

!

-互联网
B

.平台#

!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

!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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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

基础课程#既是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又属于临床

医学(为了适应新世纪临床检验诊断的需要#湖南中

医药大学%以下简称该校&从
+--;

年开始#开设本课

程(/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实验课程作为实验教学

单元#主要进行实验原理的学习和教学实践(

教育部在全国开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的认定和建设工作#要求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依托虚

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等技

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学生

进行虚拟仿真实验能够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教学效

果)

&$%

*

(因此#开展虚拟实验课程#是对教育部虚拟仿

真建设工作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自
+-&E

年
%

月

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
B

.行动计划以来#利用

互联网平台与相关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其他行

业结合起来创造新生态的战略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

要创新驱动)

G

*

(以互联网为教学媒介#结合中医药高

等院校特色#灵活运用一体机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问题式导学%

=V'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

*=̂ >

&等方式进行实验课的学习#极大地节约了学

生的碎片化学习时间#提高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

强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实验教学双向互动(

$

!

*互联网
[

+平台的构建情况分析及应用

$,$

!

-互联网
B

.平台构建
!

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

殊作用)

E

*

(依托名师空间课堂#学生可以浏览空间课

堂上的精品教学资源$依托中医技能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平台#学生可以观看实验技能操作#进入虚拟

教室进行实验课程学习(名师空间课堂平台由湖南

省教育科学院资助建设#包括省级精品课程+名师讲

堂+多媒体教学资源#形成微课+视频+

==)

+数字化教

材等教学资源库#供学生在学习终端查阅学习)

.

*

(中

医技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由中央财政支持建设#

包括经络系统虚拟仿真+脉象特色临床教学系统+中

医四诊技能训练软件和基础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平台四大模块#/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是临床诊断医

学课程虚拟仿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互联网
B

.平

台的构建#学生可随时随地进行实验课程的学习(

$,/

!

网络实验内容开展情况
!

依托数字化虚拟课程

项目优化中医院校实验教学模式#构建以虚拟教室为

基础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工作模式(打开-医学虚拟仿

真教学实验平台.以后#进入虚拟实验在线课程云资

源库#在平台使用指南里学习-平台管理员
$

平台教师
$

平台学生.的使用操作(

进行虚拟操作时#先进行实验室的安全学习#通

过医学实验室使用考核以后才能进行虚拟操作视频

的学习(考核包括
G

个方面!医德素养+规章制度+基

础医学实验室和基本仪器+器械识别使用(进入虚拟

教室进行虚拟实验操作(从-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入

口处点击进入分子生物学虚拟实验窗口#观看分子生

物学的基本操作实验#在-核酸提取及聚合酶链式反

应.那里选择-大鼠肝脏总
#?(

的提取.-紫外分光光

度计检测
#?(

浓度及纯度.-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

纯度.-反转录%

=>#

&.-普通
=>#

.-实时荧光定

量
=>#

.等实验项目#进行实验步骤的学习#在-分子

诊断学.分类下面可以选择-乙肝病毒感染的分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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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项目#这样可以防止生物污染#保证生物安全(进

入视频观看页面以后#回答软件提示中的相关问题#

根据页面下方的提示文字进入下一步操作#完成相关

实验操作#并可通过选择-实验视频.或者-进入虚拟

实验操作.进行真人操作的观看学习和虚拟视频学

习#多种教学手段进行实验模拟操作(并可增设在虚

拟软件上增设师生实验打分功能#老师和学生之间可

以相互打分#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改善实验缺乏

创新和实验课时少的问题#促进实验教学的开展(

/

!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课程建设的优化

/,$

!

确定实验选题
!

采用研究型教学方法#在虚拟

实验课堂中激发学生对于实验课自主探究的热情(

鉴于虚拟实验的可视化+网络化和交互化的特点#让

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发展学生对于实验的创造

性#提高学生的科研实验能力(对于实验课的选题#

可以采用受试因素+研究对象+实验效应轮番变化的

-

&B+

.半命题模式#在科学性的原则下#学生可自主

选择
&

个变量#另外
+

个变量相对恒定(以/临床分

子生物学检验0实验课程中的
#?(

提取为例加以说

明(学生在拿到该项实验选题时#可自主选择研究对

象#例如!有的学生可以选择大鼠#但是研究对象可以

分类为-肝组织.和-脑组织.$有的学生可以固定观察

-脑组织.#但是在动物类别的选择上可以选择-大鼠.

-小鼠.和-兔子.(以此对比分析
#?(

提取的效果(

/,/

!

实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

学生设计实验方案

时#应先写明自己对于开展该门实验课的前期研究基

础#分析实验的可行性#具体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实验

原理+实验预期+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对于确定的

实验方案进行分工和网络资料查找#一部分同学采取

网络名师空间课堂和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的实验

学习$另一部分同学采取线下动手实验操作(将所需

用到的实验试剂和耗材清单汇总后交予实验教师#充

分考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该校
+-&G

级医学检验

班%本科&

%-

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学生自愿分组#每

组
+

$

E

人#实验教师在旁指导#对实验教学过程中的

每一个环节进行考核评分#组内成员互评#实验教师

最终考核#在该门课程的总成绩中占据一定的比例#

提高实验报告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并在理论考试成

绩出来之前公布实验成绩#确保不得修改#杜绝学生

认为能够修改实验分数的侥幸心理(

表
&

!!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内容虚拟优化前后对比

项目 实验内容 课时数 授课方式 备注

虚拟优化前

!

&

组织中
#?(

的提取%手工法&

G

集中学习+示教操作+多媒体教学

!

+ W(=\@ !#?(

的反转录
=># G

集中学习+示教操作+多媒体教学

!

% =>#

产物的凝胶电泳分析
G

集中学习+示教操作+多媒体教学

!

G

蛋白质的提取和变性
G

集中学习+示教操作+多媒体教学

!

E

蛋白质电泳及考马斯亮蓝染色
G

集中学习+示教操作+多媒体教学

!

.

乙肝
\?(

的实时荧光定量
=># G

集中学习+示教操作+多媒体教学

虚拟优化后

!

&

组织中
#?(

的提取%试剂盒法&

G

名师空间课堂+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实

验平台%线上学习&$不占用课堂教学

时间#实践操作%线下操作&

虚实结合#以实际操作为主

!

+ W(=\@!#?(

的反转录
=>#

及

产物的凝胶电泳分析

E

名师空间课堂+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实

验平台%线上学习&$不占用课堂教学

时间#实践操作%线下操作&

虚实结合#以虚拟学习为主

!

%

蛋白质的变性+电泳及考马斯亮蓝

染色

.

实践操作%线下操作&$医学虚拟仿真

教学实验平台%线上学习&

虚实结合#以实际操作为主

!

G

乙肝
\?(

的实时荧光定量
=># G

实践操作%线下操作&$医学虚拟仿真

教学实验平台%线上学习&

虚实结合#以虚拟视频学习为主

!

E

半命题式实验项目
E

学生分组进行+自主设计+以视频+微

课或
==)

形式汇报+评分

可考虑增加
&

$

%

个课时

/,'

!

实验方案优化后对比
!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

是一门精确度要求极高的学科#引导学生对该学科产

生兴趣#培养科研思维#实验教学具有不容小觑的作

用#因此该校在该课程课时只有
E.

课时的情况下#将

实验课时设置为
+G

课时#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实验课时分配为
.

个实验#每个实验
G

个课时#实验

项目分别为组织中
#?(

的提取+

W(=\@ !#?(

的

反转录
=>#

+

=>#

产物的凝胶电泳分析+蛋白质的提

取和变性+蛋白质电泳及考马斯亮蓝染色+乙肝
\?(

的实时荧光定量
=>#

(具体到每个实验的开展#发现

课堂的实验教学课时往往还是不够#加入虚拟仿真教

学模式#能极大地解决课时量不够的情况#减少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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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不够而上课比较匆忙+教学效果不佳的困顿局

面#建议教研室将/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实验的课程

进行虚拟整合#对于组织%包括肝组织+脑组织&提取

的学习等#联系班上积极的同学提前来实验室取材

%可加一定平时成绩分&#未取材的同学观看虚拟取材

实验视频(实验方案优化前后内容见表
&

(

!!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

必修课程#以前在高等院校开设的实验课#内容以传

统的操作技术为主#未充分调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

通过名师空间和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引入#师生

可以在线上进行互动#结合线下实践操作#将节约的

时间用于/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0实验课程半命题式

实验项目的开展#提高学生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关

注(比如
+-&C

年贺建奎的-基因编辑.事件#即可在

半命题式实验项目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的实验医学伦理道德感(

表
+

!!

学生对教学模式优化课程前后的实验感受#

0

$

感受等级
教学模式优化前

学生的实验感受

教学模式优化后

学生的实验感受

( G &.

V &F &-

> ; G

'

!

*互联网
[

+平台的未来应用前景

/,1

!

实验优化前后的教学反馈
!

+-&G

级医学检验班

%本科&

%-

名学生的反馈情况如下!对于采取虚实结

合+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优化课程前后实验教学开展顺

畅方面进行调查问卷#发现学生中存在-

(

!实验开展

有方向性+趣味性.-

V

!实验进行机械化.-

>

!实验开展

是老师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几种感受(实验教师随

机利用平台对学生进行提问和打分的机制#同时使课

堂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结果如表
+

所示(调查表明#

网络媒介平台下的多样化教学模式能让学生更加主

动融入实验教学#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

在基于互联网的智慧教学环境中#配合虚拟仿

真+翻转课堂+模块化教学#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需

求#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F

*

(

但是关于线上资源的比例分配+成绩考量比值以及虚

拟课堂和实际动手能力结合考察#网络资源的学以致

用#自身思考的价值如何体现等方面的复杂实验教学

模式如何构建也是后续工作的重点#需要长时间的探

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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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临床实习带教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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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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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牢固掌握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及相关染色体病专业知识!培养细胞遗传学相关检验

人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在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实践验证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提高!并结

合实际案例综合讲解分析!才能真正让他们学有所获&

关键词"外周血#

!

染色体#

!

核型分析#

!

实习带教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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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遗传学是医学遗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

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是细胞遗传学的重点内容)

&

*

(

通过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可发现染色体在形态结

构或数量上的异常称为染色体异常#由染色体异常引

起的疾病称为染色体病(现已发现的染色体病有
&--

多种#它在临床上可造成流产+先天愚型+不孕不育等

相关疾病(做好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的实习带教#

让学生学习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相关理论知识#并

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牢固掌握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

及相关染色体病专业知识#是培养细胞遗传学相关检

验人才的关键(现就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实习带

教体会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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