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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类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课程中，我们发现医

学科研教育往往并未设立在标准教学大纲的重点教学部

门，但是结合日常的医学工作，我们发现，医学科研技

术的基础往往知识量比较大，并且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

疲倦 [1]，学生学习热情往往没有被调动起来，这是许多

教学工作者遇到的难点。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媒体传播的青年传媒产品。

我们尝试在医学科研中，利用多媒体传媒等技术

对各种复杂的科学研究实验理论进行生动化和形象化

的处理。[2] 我们尝试了许多办法，利用大数据分析技

术进行比较优秀的视频搜集，并且进行了标准化的打

分，以此为多媒体教学的资源平台，建设可被学生自

由访问的网络数据库，这是十分有利于学生对知识进

行学习的。[3]

基于医学高等院校的医学基础与科研课程设计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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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学高等教育机构肩负着培养医学高等人才的任务，在教学优化的设计中我们尝试以医学科研课程为例，

结合高等院校学生的心理实际情况，进行科研课程的优化设计，并总结前人经验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在新媒体传播

技术的辅助下，进行了讨论与可行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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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生在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后，还未适应成人的

学习方式，他们的学习思维常有以下几个特点：1. 在许

多的学习场合中，思维模式略显固化，容易在一个知识

点上反复推敲。常常忽略对整体知识点的把握。2. 知识

学习后，常常由于非成人的学习习惯对教师的帮助形成

一定程度上的依赖，这显然是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的提高的。3. 对学习投入的资金多，但是收益低，主

要在于学校附近有大量的教学辅助书籍的售卖点，基于

这些售卖点的密集排布，我们常常发现学生在购买的意

愿上比较强，结合实际的工作情况，学生购买的考试辅

导相关书籍更加多，但是，科学研究素养的培养不仅仅

是基于大量的基础致死上的，我们并没有为学生进行开

放性思维与拓展性思维的延伸打造，这就早就了学生的

想象力匮乏。

我们尝试在大学阶段对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分析：

1. 大部分学生的冲动性十足，但是深入的思维比较少。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在大部分的基础知识教学结束后进行

深入性的开放性的思维拓展，大部分的转化医学的出发

点并不仅仅是技术和产品性能上的革新，有一部分在相

关操作性的简易化上也存在着强大的市场空间，在学生

刚刚学习医学科研的的基础知识时我们应该对他进行各

类医学实验后转化医学在简易操作流程上的启发，适合

学生初学期间的思维拓展。2. 我们尝试进行多学科的融

合，在新媒体传播方向上选择合适的短时间视频在课堂

上进行播放，这一部分用来弥补抽象的医学过程，这可

以让学生更加形象具体地理解复杂和抽象的医学实验过

程，尤其在分子生物学与生化化学方向上，笔者结合

2015 级本科临床的教学观察经验来看，湖南医药学院分

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的课程中讲述的生物学过程是非常

繁琐与复杂的，基于知识本身难度，这常常造成学生学

习吃力，并成为整体医学类院校的学生学习难点与痛点。

3. 笔者观察 2015 级湖南医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在

学习病理学的过程中发现，病理知识往往是内外科学的

重点内容，但是病理学中有大量的病理图片与病理学的

诊断指标的特殊位点的观察是学生学习的重点内容，基

于教学观察中我们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不能掌握相

关的教学知识，尤其是病理学的相关教学目标，教师在

完成中有一定的难度。教学情节设计虽然环环相扣但是

效率较低，针对临床医学本科学生课程多，任务重的现

状，我们认为诸如病理学等知识点琐碎，知识构架复杂

的课程应该在课前与课后都进行合适的讨论与新媒体媒

介介入，目的是辅助学生掌握复杂的知识。

1. 利用思维导图简易化建立病理学知识结构骨架教

学，利用小图片进行复习与深化学习的媒介

1.1 教育学是非常复杂的融合了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

综合学科，我们尝试利用思维导图建立法与小图片法则

正是基于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当神经元之间

传播信号时，突触在大量的刺激后会导致浓度逐渐变低，

这显然是不适合学生进行学习的。所以同样的知识，我

们尽量建立更多的新刺激来完成我们的教学设想。

1.2 乳腺癌的教学例，当我们在病理学中完成基础教

学后，我们应当尝试进行必须的医学穿插，因为病理学

的组成并不是单独的，并不不是孤立与没有辅助的。在

教学期间我们应该进行乳腺癌的标准的取样的演练，以

及病理标本切片的处理流程和显微镜的使用，只有有机

融合所有的相关的知识，才能让学生基于乳腺癌的病理

特点学习更多的相关的医学知识，当所有的知识在建立

后，乳腺癌的整体的医学知识构架便有了轮廓。

1.3 其次我们应该基于细胞遗传学与医学免疫学进行

具体的教学，尤其是在 BRCA1 与 BRCA2 与 P53 等基因与

免疫逃逸机制的教学上进行学习。这样就完成了基于乳

腺癌的知识构架的整体构造。当学生需要对乳腺癌进行

科学研究时，可以节省学生盲目学习的时间，思维导图

的建立也更利于学生，其效果如下：

A：对学生进行病理学整体的基于大纲要求的教学

设置进行教学

B：对学生进行外科学相关教学

C：对学生进行基因学相关的教学

D：对学生进行免疫学相关的教学

E：进行与其相关的科研实验学教学

F：进行与其相关的实验室检验与设备学教学

1.4 基于小图片的讨论，我们尝试进行设计一些具备

言简意赅的图片的分析，并对图片传递的信息基于大数

据调查的优化，目的是形成比较简易的记忆骨架：以湖

南医药学院为例，我们在教学病理学时，应该考虑大体

系的有必要深刻记忆与熟练掌握的病理诊断技能进行简

易化处理，这可以利于学生进行快速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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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数据自由访问的平台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学生的

课后复习与教学品牌打造

大数据的自由访问有利于靶向信息的高效传播，我

们尝试基于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专题特色教学版块的设

计，在特色教学版块中我们尝试引用传播学的高频传播

的产品的特点，来定位我们的教学产品。教学产品的设

计是必须基于稳定与准确的，但是在相关的辅助的教学

栏目中我们可以尝试进行分类式传播，基于不能的访问

者的兴趣点设置不同的确定靶点。

在传播学中我们可以尝试融合前反馈神经网络模型

对合适的传播进行构架，尤其是在兄弟院校的互联网上，

完成构架后可以考虑在合适的大学设置中心服务器，这

样不仅可以方便湖南医药学院的学生对资源进行访问与

学习，也可以促进建立者收集合适的教育传播学产品。

以病理学教学为例，湖南医药学院的病理学教学视

频，根据笔者所进行面授课的观察来看，可以通过双倍

速的方式储存于中心服务器，因为学生已经完成了对知

识的初次学习，并且进行再次学习，不需要以初次学习

的速度进行课后复习。

新媒体传播学讨论：

在新媒体传播方面这些构架的技术难度低，但是组

织工作难度高，我们尝试对大部分的信息进行筛选时，

应进行医学与传播学的专家的双向讨论，基于医学知识

的严谨性，我们必须在传播学中深刻认识这一点 [4]，必

须完成严谨知识的正确传播。其次，针对复杂系统的深

化学习，我们的传播学产品务必需要进行语言优化，这

一方向我们更加需要语言文学专业的技术人员实现优化，

英文的文献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5][6][7][8]

结论：

1. 以湖南医药学院为例，在教学过程中的难题都可

以用已经提到过的方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决，我们可

以尝试进行在湖南医药学院进行基于与科研教学的优化，

尤其是提高病理学教师在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学能力

与科研素质培养，优化工作内容，为祖国培养优秀的大

学生。

2. 湖南医药学院具备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侗医药

研究上具备着其他大学难以具备的能力，并且设有生物

医学中心，具备优良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才，可以在教

学中向学生多展示，多教导，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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