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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基础课程为高职医学生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但医学基础课程普遍存在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岗位

实践需求脱节等现象。例如“生理学”课程是研究人体

正常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生理学

理论均来自实验结果。但生理学实践教学普遍存在设计

不科学、不同专业高职生理学实践教学针对性差，生理

学实验各专业通用，各专业使用同一套教学辅助材料，

开设相同的实验项目，仅在开设的实验数量上和学时上

有所调整，远远不能满足医学各专业特色人才培养的需

要。以医学基础课程中“生理学”实践教学为例，通过

多元协同合作，达到医学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对接专业岗

位、达到精准育人作用 [1]。

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开展专业需求调研，共调研我院医学

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药学专业3个专业的专任教师

和近20所实习临床一线相关专业工作人员，共109人。了

解各专业工作岗位内容、对毕业生知识与技能的要求，听

取专家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建议等。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各专业生理学实践教学模块的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

选取我院参与多元协同模式下的生理学实践教学体

系的高职学生为调查对象，共 102 人，通过调研了解生

理学实践教学改革和建设的实施情况。

通过传统教学班与实验班的实施效果进行比较与

分析，明确实践的效果和改进措施。问卷调查结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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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0.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生理学实践教学系统，使用原有各

专业同一套教学辅助材料，开设相同的实验项目。

2.2 实验组

采用基于“医校协同”、“校校协同”、“校内协同”

模式，通过多方协同共建生理学实践教学体系。

2.2.1“校校协同”，共同搭建生理学实践教学平台

走访各高职兄弟院校和医学院校，主要完成①交流

探讨实践教学项目和实践手段；②到医学院校学习先进

实验方法，开发新技术、新手段和新实验项目；③在原

有实验基础上，增添虚拟仿真技术实验；④优化整合医

学基础课程实践教学内容，删除陈旧过时实验项目 [2]。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校校协同”凝聚各医学院校

资源，共同搭建生理学基础性实验平台、专业技能性实

践平台、综合性实验平台、虚拟性实验平台 4 个实践教

学平台。多方交流，提高生理学实践教学配置的科学性

和先进性。

2.2.2“医校协同”，形成各专业实践教学模块

通过问卷调查和行业专家访谈，“医校协同”由各专

业行业专家根据岗位需求在下述 4 个实践平台上，选取

贴近各专业岗位实践要求的实践项目（见表 1），形成各

专业实践教学模块。

2.2.3“校内协同”，建构完善各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通过“校内协同”，建构和完善专业实验学时、实

验内容以及实践手段。同时了解学生实践教学应用情况。

制作多媒体课件、微课及实验教程等教辅资料辅助教学。

同时，对实践教学实施进行评价（见表 2）

3　结果

3.1 开展专业调研，搭建各专业实践模块

3.1.1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高职生理学实践教学模块

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医学影像技术专业选

取“呼吸活动调节”、“心血管活动调节”等 16 个实验项

目为专业重点实验项目开设。在原有实验上，增设与医

学影像专业常规放射学、CT、磁共振、超声学等相关的

“呼吸运动调节”、“心血管活动”、“人体不同情况对呼

吸的影响”、“人体肌肉活动”、“人体心电图”、“胃肠道

活动”等实验。重点增加人体测试等实验，注重提高学

生语言交流、团结协作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血型鉴定”、“影响血液凝固因素”等实验，

在问卷调查中认为为不重要实验，予以删除或以微课等

形式开设。

表2　生理学实践教学改革和建设的实施情况[n（%）]

测评项目 非常同意 较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对实验课是否感兴趣 8（7.8） 80（78.4） 9（8.8） 3（2.9） 0（0）

实验课是否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复习巩固 14（14.0） 80（78.4） 4（3.9） 2（2.0） 0（0）

实验课对动手能力、技能操作训练有帮助 13（12.7） 80（78.4） 6（5.9） 1（1.0） 0（0）

课前虚拟实验进行实验预习是否有用？ 6（5.9） 67（65.7） 16（15.7） 11（10.8） 0（0）

实验如何安排最合理？ 16（15.7） 77（75.5） 6（5.9） 1（1.0） 0（0）

实验授课方式 13（12.7） 78（76.5） 6（5.9） 3（2.9） 0（0）

对实验器材和仪器是否满意 11（10.8） 81（80.4） 6（5.9） 2（2.0） 0（0）

实验考核方面是否满意 14（14.0） 78（76.5） 6（5.9） 2（2.0） 0（0）

对今后专业课学习有帮助 0（0）

实践教学总体评价 15（14.7） 78（76.5） 5（4.9） 3（2.9） 0（0）

愿意参加生理学专题学习和实验室相关活动 12（11.8） 70（68.6） 11（10.8） 7（3.5） 0（0）

愿意将所学的实践技能服务于老师、同学和社区群众 13（12.7） 67（65.7） 12（11.8） 6（5.9） 2（2.0）

开放实验室对提高学习和能力培养有帮助 18（17.6） 75（73.5） 5（4.9） 2（2.0） 0（0）

表1　高职生理学4个实践平台的主要实践教学项目

实践

平台
主要实验项目

实践

平台
主要实验项目

基础

实验

平台

反射和反射弧

技能实

践平台

人体心电图

神经传导机制 人体肌肉反应

细胞的生物电 人体心音听取

肌肉收缩因素 血压测量及影响因素

心起搏分析 人体肺功能测定

各种离子对离体心

脏影响
不同情况对呼吸影响

心脏生理特性 血型鉴定

红细胞渗透脆性 人体肌电活动

血液凝固影响因素 人眼功能调节

小脑的功能 人耳听力检查和传导

综合

实验

平台

心血管活动调节

虚拟仿

真实践

平台

胃肠运动

尿生成调节 消化道活动特点

呼吸运动调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

微循环血流观察

及调节
激素作用及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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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高职生理学实践教学模块

结合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根据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岗位需求增减实践项目，确定“影响血液凝固的因素”、

“影响尿生成的因素”、“影响心血管活动调节”、“心脏

的生理特性”、“不同离子对离体蛙心的影响”、“微循环

的血流观察”、“人体不同情况呼吸和肺功能”、“人体血

压测量”和“血型鉴定”等实验项目为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重点实验项目开设。突出各种因素对人体各器官、系

统的影响方面的探索。增设与医学检验专业常规临床检

验技术相关的实验，增设“影响尿生成的因素”、“影响

心血管活动调节”、“消化道活动特点”、“人体不同情况

呼吸”和“人体肺功能”等实验项目。同时，增设围绕

血液方面的“RH 血型鉴定”、“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

“不同离子对离体蛙心影响”、“微循环血流观察实验”、

“影响尿生成因素”等多个实验项目。

与医学检验专业关系不大的项目，例如，以往开设的

以小鼠为实验动物的“毁小脑动物的观察”等验证小脑功

能等实验及在问卷调查中排名较后的实验，予以删除[3]。

3.1.3 药学专业高职生理学实践教学模块

结合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根据药学专业需求增

减实践项目，确定以“影响血液凝固的因素”、“影响尿

生成的因素”、“影响心血管活动调节”、“消化道活动特

点”、“人体不同情况呼吸和肺功能”、“人体血压测量”

实验项目为药学专业重点实验项目开设。突出各种因素

对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影响方面的探索。因此，增设

“影响尿生成的因素”、“影响心血管活动调节”、“消化

道活动特点”等综合性实验。

遵循药学专业需求，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与药学

专业关系不大的项目，例如“毁小鼠小脑动物的观察”，

“血型鉴定实验”等验证性实验予以删除。

3.2 生理学实验教学实施学生问卷调研结果

3.2.1 学生对生理学实验教学兴趣和认识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88% 同学对生理学实验感兴趣，94% 同学

认为通过生理学实验活动有利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巩固，

93% 同学认为生理学实验活动能从不同程度上提高自己

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夯实理论知识、锻炼科学的

态度、提高解决问题与分析问题能力、培养医学素养、

了解医学研究方法，提高学习能力等多方面得到训练。

其中 73% 学生认为应增加生理学实践教学学时。

3.2.2 实验课人员、设备和教学内容的安排等满意度

调查结果

经过生理学实践教学的初步改革与尝试，在对学生

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93% 同学对目前实验器械表示满意，

92% 同学对目前实验考核方法表示满意，91% 同学对目

前实验总体的设计和实施表示满意。

3.2.3 生理学课后实践活动的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中显示 85% 学生愿意参加生理学专题活动和服

务活动，愿意以社团活动为载体，参加身高测量、体重

测量、测视力、测血压、血型、握力、肺活量、色盲等

服务活动和健康指导，学以致用，在活动中提高实践机

会和技能。

3.2.4 生理学实验室开放情况调研结果

调研结果显示85%同学认为有必要开放实验室，将

学习时间由课堂延伸到课外。其中80%以上学生愿意参加

开放实验室的活动，认为开放实验室有利于弥补实践教学

不足，有利于课后知识技能的训练以及理论知识总结。其

中80%以上学生对学校实验室的开放工作比较满意。

3.2.5 课前虚拟实验使用情况调查

学生建议开放实验时间在实验课前最适宜，有利于

提高综合实验的成功率；下午下课后时间充裕，也较适

宜开放实验室，便于学生理解知识；部分学生希望在自

习课和课余时间来实验室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提高分析

问题的能力。

4　讨论

4.1 校校合作，生理学实践平台贴近临床岗位

校校合作，协同互动，多方力量开发的新课程和新

的实验项目，解决高职生理学实验滞后问题，提高生理

学实验难度、深度和广度 [4]。

4.2 多方协同，促进生理学实验教学改革

以生理学实验教学改革为抓手，立足职教理念、立

足学生、立足专业，深化生理学实践教学改革。有针对

性的对生理学实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和教

辅资料等进行改革，规范教学内容，突出专业特色，使

教与学效果更加突出，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专业

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体现基础课为专业服务的特色。

4.3 校内协同，实践课由课堂向课后延伸

在党支部和团委老师的支持下，创建“健康学社”，

定期开展“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血糖、血型、握

力、肺活量、色盲等健康服务活动和健康指导，每次服

务活动均受到师生和社区群众好评，产生广泛的社会影

响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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