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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基础医学实验课上学员职业技能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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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础医学实验课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员熟悉并掌握实验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要实现实验课教学的这一

目的，重点应加强实验课上学员认知方式与职业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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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实验课教学是高等医学院校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将基础医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培养学员独立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学过程。实验
课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员熟悉并掌握实验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了解获得知识的科学方法，同时在实验教学过程中逐步培
养学员科学的观察力、分析力、以及独立思考并解决实验问题的
能力。要实现实验课教学的这一目的，重点应加强实验课教学中
学员认知方式与专业能力的培养。为此，在实验课上我们就如何
注重学员专业能力及认知方式的养成，进行了一定的有益尝试。  

一、基础医学实验课教学中学员应受到观察与思考能力的全
面训练 

基础医学实验课一般都贯穿有从感性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
再到思维中的具体这一思维方式[1]，从而为全面训练学员的认知
能力提供了条件。实验前，通过对本次实验内容、实验原理以及
所需材料与方法的了解，使学员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实验框架。
实验中，学员可以通过动态地观察实验的全过程，对该实验的具
体步骤，各种指标的变化情况有了较全面、较具体的感性认识，
这就是感性的具体阶段，要求全面、仔细有分析地观察。实验后，
要引导学员善于整理实验结果，抓住主要的、本质的改变，要运
用因果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逐一将
观察结果进行分析。要求从概念出发，进行科学的推理，得出正
确的判断，抓住问题的核心，这就是抽象的规定阶段。最终必须
应用科学的理论知识将各种本质变化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认识与
讨论，使其在思维中形成关于这一实验本质的清晰的完整的统一
性认识，即认知中的具体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引导学员综合分
析实验是否成功，通过实验最终的收获如何。 

二、基础医学实验课上应重视学员职业能力的养成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时，应在学员中营造“学问问题”而不是

“学答问题”的氛围，引导学员去思考问题。应选择可能的相对
合适的实验方法及步骤，激发和推动学员一系列内在的发展过
程，以突出学员实验课上自适性学习行为能力的培养。实验教学
应从基本技术开始到综合能力全面培养为止，其教学思路遵循了
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并且掌握事物等一系列人类认识活动的客
观规律。其教学方式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即注重了学员三基的
训练，又突出了学员全面素质的培养。通过实验教学中实践性教

学内容的开展，培养他们自主的专业能力。学员们普遍认为这种
教学方式，提高了他们主动参与实验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对实验
课学习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改变了以往重理论学习，轻实验学
习的学习态度，使学员真正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一定实际工
作能力的合格人才。从学员完成的实验报告和实践论文的质量上
来看，其实验报告准确规范，实践论文思路清晰，并且有多篇学
员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 

三、注重基础医学实验课上学员认知方式与职业技能培养的
体会 

1.加强基础医学实验课上学员认知方式与职业能力的培养，
有助于提高学员的主体地位。如何使学员在实验课中变被动为主
动，首先要转变学员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态势。要求学员把自己当
成一个探索未知的实验课题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实验课上，老师
有目的的对学员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可使学员更加体验到认真
观察和详细记录实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验现象对于最终分析求
证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通过再三向学员强调观察问题的重要
性，而是让学员在亲临观察客观事物中体验到观察的重要性[2]。
加强实验课上学员认知能力的培养，提高了学生主动参与实验的
学习兴趣，使他们对实验课学习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 

2.加强基础医学实验课上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师资
水平的提高。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员的双相活动，是互相联系、
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一对矛盾。凡是优秀的老师，
总是善于把握学生的心理活动，随时注意学员的学习思维。其授
课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能否以自己积极的思维活动，
引发学员的积极思维活动，产生振荡和共鸣。老师的讲授能引起
学员的思维共鸣，是基于老师内在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实验课
上，老师有时可设置问题情景，有意把问题引至矛盾的焦点，激
发学员的积极思维，引起联想使问题得以解决，让学员自己得出
答案。所学知识不是“记”下来的，而是“悟”出来的。同时，
对实验课上出现的“意外”情况，老师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
科学地加以分析总结。这对老师本身的知识更新和补充有着良好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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