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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选择在校的部分医学专业实行部分项目的动物实验

开设试行，通过验证性的方法，带领学生开展动物实验来探

索验证生理学的理论知识，真正意义上实现理实结合的教学

方法。

通过问卷星的方式，我们把相关的生理学知识点进行

的考核，动物实验班级和未开展动物实验的平行班级的学生

成绩进行了比较，实行动物实验的班级成绩优秀率高于普通

班级 18.3%，从数据反映，动物实验的开展更有利于学生对

抽象的生理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在实操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明显增强，并且能启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在动手剪毛

暴露家兔的气管过程中，学生发现靠剪刀剪毛会导致兔毛飞

扬且耗时较多，他们会思考是否可以开发出可以边剪毛边抽

吸毛发的装备，并不伤及皮肤，充分暴露出气管，以此减少

过敏性鼻炎或是皮肤炎同学对毛发的接触，以及提高实验的

效率。

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学生更乐于参与到

动物实验去学习生理学知识，抽象的生理学知识变得直观可

视、生动有趣，并且通过动物实验的合作学习，学生的团结

协作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班级氛围和同学友谊亦有了改善。

在生活中，对小动物的爱护更细致，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帮

扶活动，沟通能力和服务社区的行动力更强。

3.4 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在生理学动物实验教学中应要加强动物实验

伦理学的教育，尤其是生理动物实验是医学生进入基础医学

教育过程中首次接触。在进入动物实验室之前，每一位生理

老师都必须通过线上线下各种途径带领学生对动物实验和

实验动物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和考核。二是学生在实验

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按规定穿着实验服、戴口罩、

手套，保护好实验者和环境，防止感染和污染的发生。三是

了解动物的习性，抓拿动物避免被抓伤咬伤，按流程进行实

验，胆大心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四是照顾

动物，避免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和痛苦，让学生在接触

动物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善待动物，敬畏生命，仁爱仁慈

的职业之心。

3.5 意义

回溯医学史，我们会发现科学家是通过在实验中小心

使用动物而实现治疗的历史，例如生理学的发展史上科学家

JamesBlundell利用狗对狗输血，救活了大量出血濒临死亡的

狗，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输血，八例患者救治成功五例，从

此推动了医学的进步，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由此看来生

命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

而在高职院校开展动物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根据学生专

业不同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 ,从而有利于高职院校

实验动物教学质量的提高 ,为培养高素质的医卫专业现代化

人才奠定基础 ,从而提高学生的自身综合素质 ,推进高职院

校的实验动物学教学改革，为临床一线输送更优质的技术人

才。

动物实验的开展，为高职学生的专升本提供了更扎实

的实操基础，培养初步的科研意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让学

生了解熟悉医学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提高自身专业修养的

激情和信心，为国家打造应用型专业人才。

4.小结

基于在动物实验在生理学的教学应用上，接下来我们

可以尝试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及药理学三门课程的实验内

容有机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研究性的实验课

程。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动物的生理活动、治病因子

和药物引起的机体功能变化而进行知识构建和探索，探讨机

体的各种正常活动、异常变化以及药物与机体之间相互作用

的规律和机制。综合性动物实验的开展可以有效地加强了基

础学科之间知识的有机衔接，更能够强调医学知识学习的系

统性和整体性，形成一个包括该系统生理学特征、病理生理

学改变和药物治疗在内的系统化、整体化的综合实验。在实

验教学领域实现从以学科为中心到以器官和系统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的转变，提高了学生用科学的思维方法重组知识结

构的能力和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其他基础

学科、新技术以及从事医疗、卫生实践打下必要的基础，对

培养高综合素质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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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体现了知识的衔接。

3.4注重培养学生化学学科能力

化学实验可以培养学生的多方面的才能，需要学生用

脑思考、用眼观察、时刻注意实验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学

生快速高效的掌握知识。

四、有机化学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库尔班江 .巴拉提曾在 2016年发表文章指出现存有机

化学教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了教材与各个组成要素之

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有机化学讲稿体系，经过长期

的实际发现该体系基本解决了学生在有机化学学习中的问

题，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4.1目前教材中存在的问题

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工具，也是学生学习的主

要资料，因此教材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教学质量，作者通

过调查研究发现有机教材一共存在五方面问题，分别是：有

机化学的具体任务不明确、章节层次划分过于细致，而忽略

了教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章节的顺序划分不够严谨科学、

教材中缺少新知识新理论，内容较为老套、有机部分内容抽

象复杂但是表述却十分简单。

4.2对策与措施

其一，要明确有机化学的根本任务以及其与其他学科

的区别与联系，要改变以往过于强调机理和策略技巧的学习

而忽视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有机学习是学生之后

学习有机合成等学科的重要基础，所以必须给予一级重视。

其二，注重有机教材内容的完整性、逻辑性。多年的教材

改革之后，现行的教材大多强调以官能团来划分章节体系，

不能盲目的删除或合并章节。其三，要重视结构与性质和基

础知识的穿插。结构与性质与基础知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

体，一旦分开就会使得知识严重脱节。其四，要注意更新教

材内容，体现学科前沿，近些年来，有机化学及其相关领域

发展十分迅速，很多新概念、新理论已经应运而生，这就需

要适时更新教材内容，使其符合时代潮流。其五，教材的表

述方式要适应学生群体。

4.3结语

教材的编写与改革既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可接受

能力，又要符合时代发展，适时更新。

五、《有机化学基础》中有关表述的商榷

吴孙富曾在 2013年时发表文章针对有机化学中一些有

关的细节表述进行了讨论，细化了我们对有机部分的研究。

5.1原子震动频率和红外光频率的关系。

因为在有机物分子中原子震动频率是一个确定的数值，

而红外光的震动频率是一个较宽泛的范围，所以很显然不能

说二者是相同的，只能说是包含或不包含的关系。

5.2有机物分子的结构。

因为有机物分子的实际结构其实并不像书中表述的那

样简单，所以我们在描述他们的结构时，不能将其描述成理

想的模型，比如不能简单地将乙烯分子描述成平面型，而应

该说其是平面型的空间结构，这样才能准确的描述乙烯实际

结构。

5.3气态的石油气与空气

两者密度的比较没有注明条件是在相同条件下。在没

有标明体积的前提下不能比较密度。两者密度倍数的表达不

够准确。

5.4基团的表达

有些物质中的原子属于基团范畴，比如溴乙烷中的溴

原子。

5.5氧气与臭氧的转化

一是方程式中不该出现自由基团，二是反应条件不应

该反复写两遍。

5.6图标的表示

教材中高级脂肪酸中的图标表示不够严谨准确。

5.7酮类物质的官能团

酮类官能团的名称为羰基而不是酮基，正确的说法应

该为：果糖分子中含有羰基，为多羟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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