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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建设国家精品课程为抓手, 把社会实践、临床实践、网络教学引入医学遗传学的教学中, 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 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 自导式学习0等多种教学活动,推进医学遗传学的教

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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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人们对于疾病发

生机制认识的不断提高 ,以研究疾病发生的遗传病因、遗传

机制的/ 医学遗传学0已经成为医学类各专业的重要课程之

一。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发生的巨

大变革,教学理念以及实现这一理念的技术和方法也在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医学教育不仅更多地注重人文精神, 也更多

地、更早地接近临床、接近社会。另一方面, 网络技术的应

用,医学教育开始走上了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的道路。近年

来在医学遗传学的课程建设中, 引入这些教学理念, 并通过

网络使之付诸实践。在课程的建设过程中, 对教学思想、课

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教学环节提出了许多新论点, 进行了许

多新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多年的课程建设与

教学探索, 复旦大学的医学遗传学课程 2004 年先后被评为

国家级精品课程。

一、在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中引入新的教学理念及教学

手段

1.加强学生对/ 医学遗传学0 相关的临床问题的认识。

尽管医学遗传学是一门基础课程,但它涉及到许多临床以及

/ 日常生活0问题,如何使理论转变为便于理解和应用的实践

是我们教学中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教学中, 我们尽可能

地以临床案例、临床事件、临床现象为基础, 介绍医学遗传学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为促进医学遗传学的实践性教学,

更有效地使学生对医学遗传学的临床问题有更感性的认识,

我们在医学遗传实验课中开设模拟遗传咨询门诊、模拟遗传

病门诊; 并与附属妇产科医院合作, 以他们的/ 产前诊断中

心0作为医学遗传学课程的教学基地, 使现代医学遗传学实

习化, 现场了解与遗传相关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原则。

这样的教学形式,丰富了教学内容, 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

趣,也容易将感性的东西转换成医学遗传学理论, 同时也把

医学遗传学理论转化为临床实践。

2.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

为了打破传统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封闭式课堂讲课模

式, 实行/ 阅读、思考、讨论0的开放式教学, 注意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我们已经连续数年

坚持开展/ 自导式0学习方式。即根据/ 医学遗传学0的专业

知识, 5~ 8名学生为一个小组, 针对某一个专题、通过查阅文

献, 思考问题, 撰写大纲、制作 ppt幻灯, 最后全组同学或代表

在全班同学中进行宣讲,宣讲结束后, 由同学提问; 老师根据

其所选择的内容、讲课的形式、表达及提问情况予以点评。

这一形式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欢迎。在这一过程中, 同学们

认为自己在如何选择专题、如何获取最新的知识、如何寻找

切入点、如何制作 ppt幻灯、如何生动地表达等方面得到了锻

炼; 另一方面,同学们还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沟通, 显现了

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3.把教学引入社区, 引入社会。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 我们与上海市徐汇区的社区建立了合作,

以使学生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实践, 包括社区的计划生

育、社区优生(出生健康)咨询, 使学生在社区实践活动中学

习相关的医学遗传学知识, 了解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相关的

/ 母婴保健法0、/计划生育条例0 的医学措施; 并学习利用遗

传学知识来解决日常所面临的社区问题。我们与西安交通

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2004 年暑假,在

精品课程建设经费和复旦大学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经

费的支持下, 我们选拔了 7 名基础医学专业的学生赴西安调

查人类遗传资源,了解一些遗传病家系的遗传特点, 使学生

对遗传病及其遗传规律有直接的感性认识, 并与课堂上的教

学内容相配合,举一反三; 同时也培养了同学们对待患者的

同情心, 学习当地医生的奉献精神, 以树立良好的职业思想,

达到了教书育人的目的。回校后, 他们撰写了两篇实践心

得。

4.加强东西部教学合作与交流。为加强东西部教育领

域的合作,利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西安交通大学各自在

医学遗传学科研和教学上的特色与优势, (下转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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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开展了多方面的教学合作与交流。包括与西安交通大学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互相邀请本学科领域中

的著名专家讲学;互相派教师进行交流与学习, 学生赴西部

进行/ 医学遗传学0课程的实验、见习, 以及利用两地的人类

遗传资源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交流与合作。2004 年正式与

西安交大医学院签订了教学合作协议, 选派了两名青年教师

赴西安交大与对方进行教学交流,并组织学生赴西部进行社

会实践活动。

5.重视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方面。

从1990年代起, 我们已经连续主编出版了5医学遗传学6 3个

版次, 其中第 3 版教材是复旦大学/ 十五0本科教材重点建设

项目,在编写时引入了现代的教学理念,充分体现人类基因

组计划不断推进基础上的医学遗传学学科特点, 并在每个章

节中都插入经典的英文原文, 以部分地体现双语教学的特

点。由于在教材建设上的成绩,左 教授作为主编编写了国

家卫生部规划教材5医学遗传学6第四版及其配套教材 ,使教

材建设上的先进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

二、现代教学技术在医学遗传学课程中的应用

1.利用现代技术, 完善教学资源。通过/医学遗传学0的

建设, 将各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应用到医学遗传学的教学

中,完善了医学遗传学的各种教学资源。编写制作了5基因

诊断与基因治疗6等多媒体课件。5医学遗传学6教学课件涵

盖了遗传学教学的全部内容, 制作出的课件资料充实, 思路

清晰,图文并茂, 并有大量的影像资料和生动的动画, 目前已

在全国几十家医学院校的医学遗传学教学中全面使用并取

得良好的效果。在精品课程的经费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的教学研究经费的支持下 ,近期启动了/ 医学遗传学实验的

多媒体课件制作0 ,以实现/ 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0的电子化,

从而进一步完善教学资源。

2.网络教学的建设。开设了网上虚拟课堂, 大量的学习

资源上网, 已取得了极好的应用效果。学生可藉该网络课堂

获得大量学习资料, 及时了解教学信息, 并实现了学生与教

师、学生与学生之间及时沟通和交流。网络课堂的教学资源

包括: 课程介绍、课程大纲、课程教案( ppt课件和教案 )、教材

及参考文献、教学研究、补充资料(遗传病视频、遗传学图谱、

遗传学研究小故事)、课程评价、教学互动、作业习题、教学视

频等。并且通过互联网这一现代媒介, 使医学遗传学的教学

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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