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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同时也具有较强的临床专业性，在其教学过程中结合感染性

疾病的病例，既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又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近年来，青年教师已成

为高校师资队伍中的重要组成人员，其中非医学背景教师占据了较高比例。只有不断提升青年教师的临

床知识，才能有效地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将基础与临床结合起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教学

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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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microbiology is an important basic medical course with strong clinical specialty. Combin-
ing infectious diseases cases in its teaching proces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but 
als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of knowledge. In recent years, young teache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eaching staff in universities, with non-medical 
background teachers accounting for a high proportion. Only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clini-
cal knowledge of young teachers can we effectively combine basic and clinical aspects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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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中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基础课向临床课过渡的桥梁课程，主要研究与医

学有关的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机制、机体的抗感染免疫、特异性检测方法以及相关感染性疾

病的防治措施等，可为今后学习临床各科的感染性疾病、传染病、超敏反应性疾病和肿瘤等奠定重要的

理论基础[1]。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讲解感染性疾病的病例，加强理论与临床病例的联系是提高教学质量

和教学水平的基本要求，这样既满足了医学生对临床知识强烈的求知欲，又加深了其对微生物学知识的

理解和记忆，提高学习兴趣和积极性[2]。但是，近年来部分医学院校的非医背景青年教师增多，由于学

缘结构和专业知识的限制，教师难以在医学微生物学理论教学中有效运用临床知识，未达到基础与临床

融合、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为了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有效将基础课程与临床病例融合起来进行教学，

本文就如何提升青年教师的临床知识谈一些自己的体会，与大家交流学习。 

2. 更新教学观念、提升青年教师临床知识重要性的认识 

教育部在《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强调“提倡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3]。早期接触临床是医学

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新形势下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的重要实施路径。基础学科有效融入临床知识，

能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进一步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医学人才打下坚实基础。学校和学院层面，

注意加强青年教师培训，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将青年教师列为重点培训对象，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树立

“以学生为中心”、“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师资培养体系应该完善、具体，包括培养内容、培养标

准、培养过程、质量考评、管理制度等，其中培养内容和培养标准是核心要素[4]。对教师的培养，应是

长期的、有针对性的培养，不仅包括高校教学督导、线上继续教育学习、师德培训、思政课程培训以及

安排青年教师到高校访学等，还应根据课程特点，定期派遣专业教师到临床进修，开展与临床医生合作

交流沙龙，加强学科交流，培养可以在基础知识–临床案例之间灵活切换的教师[5]。另外青年教师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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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特别是作为一名医学基础课教师所承担的重任，尤其在

医学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认识到临床知识在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中有效运用的重要意义。从而能够

看清自己的不足，从内心真正接受各级培训、态度上认真对待提升临床知识、工作中努力践行高质量的

教学。为了鼓励和督促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培训、提升临床知识，院校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健全并完善相

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和考核制度。 

3. 扎实专业知识，加强对青年教师医学能力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发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

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师的基本素质。所以青年教师要熟悉医学微生物学的

基本内容，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还要加强业务进修和广泛的学习，跟踪学科学术动态，站在学科的前

沿，不断更新知识。首先教研室安排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临床知识水平高的资深教师通过“一对一”导

师制去培养青年教师的基本技能和医学素质。其次要求青年教师在一年之内必须完整系统地听资深教师

的医学微生物学理论和实验教学，同时制定医学核心课程(包括基础及临床课程)的学习清单，按照医学生

的培养方案在三年内全程听课，严格考核制度，每次听课后请授课教师在听课单上签字。并要求期末与

学生一起参加考试，成绩必须达到优良。此外，教研室老师之间制定交叉听课计划，可以吸取其他老师

的授课经验。对于青年教师，授课前必须试讲，试讲合格之后才能走上讲台，更要加强督导听课，不断

改进提升。 
教研室可以统一购买一些与病原微生物感染性疾病有关的书籍，加强老师们对临床知识的理解。另

外，在教研室集体备课的时候，可以邀请临床医师参与，增加基础医学教师与临床医师的交流研讨，将

基础与临床有机融合。在基础知识中融入临床病例，往往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讲解链球菌

感染引起的急性肾小球肾炎时，学生对于这类疾病是非常陌生的，其引起的症状心脏杂音、血尿、眼睑

水肿是什么？我们可以联系临床病例给学生讲解这些临床症状，这样可以加深同学们的理解和记忆。甚

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部分内容交予临床医生授课。基础医学教师从中能够不断更新临床知识、掌握

新的临床技术，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有的放矢；临床医生也能丰富自身基础理论知识，参与基础科学研究

[6]。 
再次，通过院系与医院沟通衔接，利用寒暑假，安排基础老师定期进入临床学习。基础的老师可以

选择与自己学科有关的临床科室进行学习，例如医学微生物学科教师可以选择感染科、检验科等进行学

习。通过在临床科室的实践学习，提高老师们的临床医学能力，在教学实践中能更好地将基础和临床结

合起来。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使自己时时有“活水”，与时俱进，不断汲取临床等新知识，更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进一步灵活运用新知识，才能满足学生源源不断的求知欲，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和自

身的专业成长。 

4. 讲授过程合理恰当运用临床知识 

在理论课讲授过程中，临床知识的融入要合理恰当，要根据授课对象选择深浅适宜、合理典型的临

床病例。例如在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中，链球菌化脓性感染、痢疾杆菌引起的细菌性痢疾、霍乱弧

菌引起的霍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等这些临床典型病例讲解过程中，重点介绍病原微生物的特征，联

系讲授一些相关的基本临床知识即可，比如链球菌感染引起的产褥热，为何产褥期妇女易感染？如何引

起生殖系统感染的？可以回顾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结构，即纵向联系了临床知识，也横向联系了其它基

础知识。不必深入地把鉴别诊断、治疗等都引入。另外还要注意尽量结合一些近期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

和医疗事件，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艾滋病、出血性肠炎、超级耐药菌、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92


胡晓艳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21592 10323 教育进展 
 

结核病等[7]，这些案例一定要体现在相应的教学中，并且可以多给学生点自由，让他们自己查阅相应的

文献，可以与学生进行互动，这样更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8]。 

5. 注重教学反思，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观念和理论、教学效果、教学能力、教学风格等的反

省和总结，是将教学过程中的感受、体会进行内化和升华的过程[9]。教师的反思意识是教师真正改变教

学行为的前提，是连接教师自身经验与教学行为的桥梁，对于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0]。 
教师在课堂教学后系统的回顾、梳理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发现不足之处要对其进行

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在今后的教学中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发现成功之处，要对成功的经验进行

归纳整理，把教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提炼成自己的授课特点，发挥它的教学优势，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

能力。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收集学生的反应：包括学生的兴趣点、对问题的分析或独

特的见解等。鼓励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仅锻炼学生的思维，而且能以学生为中心拓展教师的教

学思路，达到教学相长。教学过程中注意感知学生对临床知识的接收程度，教学内容、进度、时间安排

是否合适，临床知识的融入是否恰当，学生对相应问题的分析、解决是否达到设计的目的等。总结提炼

出相应的教学规律、教法创新。 
教师有意识的反思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以及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能有效调整自己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注意收集相关资料还可以进一步做教学研究和课程改革，促进医教研结合、

使青年教师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 
非医学背景青年教师通过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教学态度，认真学习和实践，注重教学反思，努力补

充知识短板，同时发挥科研优势，在教学中加强临床医学病例与基础理论知识的融合，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促进医学微生物学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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