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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合作实践在病原生物与
人类通识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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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病原生物与人类通识教育课程中引入合作学习模式，形成教师课堂讲座、学生课外合作实践
和课堂汇报交流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课程教学中以调查问卷、座谈和书面反馈等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结果表明，课程整体满意度达 92%，该模式锻炼和提高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对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和人文关怀意识有帮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开展通识教育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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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教学研究的重点已从“教师

如何教”转向“学生如何学”，发展多样化、多途径的教学模

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增加学生获取知识和

锻炼能力的途径，提高学习效率，是现代教育教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本研究将合作学习模式［1］融合到病原生物与人类

课程［2］教学中，在讲座式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加强课外实践

和课堂汇报讨论，旨在推进教与学的改革，为通识教育课程

学习模式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本校 2012 年春季选修病原生物与人类的本科生 88 人，

其中 2011 级 56 人，2010 级 28 人，2009 级 4 人，分别来自于

数学、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科学、经济学等三十余种专业。
( 二) 研究方法。
1． 概况介绍。课程教学中融入 1 /3 学时的合作实践和

汇报讨论，要求学生自由组成小组，围绕病原生物学相关内

容开展实践调查、健康宣教、文献综述及科学研究等课外实

践活动，择优进行课堂汇报讨论，并以小组为单位从选题角

度、内容和设计、执行情况、汇报表达能力、感染力、回答提问

能力等进行评价和评分。
2． 教学反馈。课程教学中由助教组织学生进行面对面

教学访谈，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反馈授课教师。课程结

束后给每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课程考试卷中附题，收集学

生对课外合作实践活动的收获及建议。
3． 问卷统计。基本的数学统计。

二、研究结果

( 一) 课堂汇报交流和学生评价。

本课程共完成 23 项课外实践项目，有小组将健康宣教

与 实践调查相结合，如“艾滋病宣传与走访”、“面向特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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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流感预防宣传及可行性建议”; 也有视角转向饮食、饮水

健康，如“病原生物水污染的危害及防治”等; 或关注病原生

物引发的社会问题，如“结核与贫困———挑战、未来”; 或关注

病原生物学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如“超级细菌启示录”等。学

生间汇报讨论踊跃，评价中肯客观，既肯定优点，也点明如问

卷的分析和解释不够专业、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够有说服力等

不足之处。
( 二) 教学访谈。
访谈学生在肯定教学形式和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比如可以由助教提前分好小组，减少组数，增加组间

讨论的机会; 活动题目提前发布以便学生查找资料，增加提

问的深度; 实践活动及汇报要更注重内容等。
( 三) 调查问卷。
共回收问卷 77 份，其中有效问卷 75 份，回收率 85． 2%。

学生修读本课程的总体满意度高( 92% ) 。问卷涉及“如何评

价该课程布置的期中作业的形式和难度?”，普遍认为难度适

中，小组合作可以优势互补，提高作业的质量，仅小于 5% 的

学生持否定态度。关于“参加小组活动的收获”，从小组成员

中获得灵感和启发( 70% ) ，增强团队合作的能力( 65% ) ，增

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和友谊( 75% ) 。被问及“如何评价该课程

的汇报讨论的形式和内容?”，认为学生选题范围较广，有一

定的深度和趣味性( 75% ) ，通过学生汇报可扩充课堂教学的

范围( 63% ) ，有较多机会参与学生之间的讨论 ( 37% ) ，仅

15%认为学生之间缺乏有效讨论，17% 认为汇报内容不够精

炼，很难吸引大家的兴趣。
( 四) 书面反馈。
学生反馈的活动收获包括: “给了我们发现问题并自己

寻找答案的机会”、“懂得了如何从几十篇文章中挑出一条清

晰的主线来构架自己的综述文章”、“在宣传实践中锻炼了临

场应变的能力”、“在共同完成作业中加深了友谊”、“对课堂

教学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锻炼了沟通和团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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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锻炼了计算机软件应用技

能”、“丰富了学习生活”、“团队合作，分工明确，提高了工作

效率”、“从聆听其他小组汇报中拓展了知识面”等。更为重

要的是，有学生认为“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意识到国人对

传染病防治知识的欠缺，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在了解到贫

困地区的卫生状况，结核病的现状时，感觉很沉重”等。
此外，学生也提出包括“增加组员自评和互评”、“增加

活动记录”、“加强与公益活动联系”、“充分利用网络宣传活

动进展”、“按照专题开展小班讨论以增加讨论参与度”、“课

堂讨论后再提交报告分析活动收获和改进方案“等建议和意

见。
三、讨论与分析

合作学习是基于小组讨论的一种学习模式以追求小组

成员学习的最优化，在医学专业教育中已有较广泛应用［3］。
合作学习中，既要充分发挥每位学员的学习热情和责任感，

又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和分享以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教师

的身份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有经验的引路人，这是与传统讲

座式教学完全不同的理念。病原生物与人类课程中引入具

有特色的课外合作实践，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学生们拓展了

课堂教学内容; 锻炼了各方面的学习和实践能力; 在活动中

学习吸收同伴的特质，体会分享和协作的乐趣; 在合作中加

深友谊，丰富大学生活。课堂汇报讨论拓宽了学习视野，有

利于从其他小组活动中发现自身的不足，挖掘提升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实践活动激发了学生对他人及社会群体健康的

关注，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又是

在传统讲座式教学模式下很难开展的素质教育内容。
近年来，各地在开展合作学习的活动中，积累了诸多可

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如美国 Marcia 提出［4］将小组合作学习与

学生主动学习相结合，充分发挥两种学习模式的优势。土耳

其与美国合作的研究［5］ 将小组合作学习与 PBL 教学相结

合，提高了获取新知识的效率，特别是学习较差的学生及合

作良好的小组，然而研究也发现这种学习需要学生投入更多

时间，有时也会显得比较混乱。也有学者［6-7］提出将合作学

习与传统教学相结合，可提高学习效率。
当前中国，应试教育和竞争性学习模式仍然是主流，改

革现有的教学模式，引入主动学习理念势在必行。本研究将

合作学习和课堂汇报交流相结合引入病原生物与人类通识

教育课程之中，倡导学生在“在学习中合作，在合作中学习”
就是一种很好地尝试。基于通识教育侧重对人的基本素养

的教育，更适于开展以合作学习为代表的主动学习模式。更

为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模式还有助于在学生心中播撒学科交

叉的种子，为病原生物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培养潜在的专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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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pathogen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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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integrating extracurricular cooperative learning with practical activity，students＇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into tradition-
al lectures，a teaching mode was formed in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Various kinds of feedback，such as questionnaire，were collect-
ed． It showed that overall satisfaction reached 92% and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were trained and improved and students＇ sense of so-
cial responsibility，mission and the humanities concern and consciousness were improved as well． Therefore，it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teaching mode in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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