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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寄生虫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可分为理论教学

和实验教学两部分袁 实验教学是理论教学的重要补
充袁 是为了验证尧 巩固理论知识袁 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袁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当前 野以
人为本袁 融知识传授尧 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为一体冶
的实验教学新理念是中国高校传统实验教学理念的

继承和发展遥 因此袁 克服传统的医学寄生虫学实验

教学模式弊端袁 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进行有效的改
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势在必行咱1暂遥

1 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现状

1.1 教学学时偏少 目前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建立基

础医学的实验教学平台袁 如形态学实验中心尧 机能
学实验中心和医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中心等遥
每个实验教学中心涉及多门相关课程袁 如形态学实
验中心需负责免疫学尧 微生物学尧 寄生虫学尧 组织
与胚胎学和病理学等的实验教学遥 因此袁 由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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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袁 相关课时被迫压缩遥 医学寄生虫学在多数院
校又为考察课袁 课程缩减情况尤其严重袁 实验课学
时仅有 10~24学时袁 部分专业甚至不开设实验课遥
这种学时安排导致以下弊端院 淤 学时少袁 学生的重
视程度也相对较低曰 于 近年来袁 中国袁 甚至全球的
寄生虫病流行趋势发生了明显改变袁 很多过去危害
严重的寄生虫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袁 但是新现和再
现的寄生虫病袁 如食源性寄生虫病的感染率和发病
率明显提高袁 而多数院校仍然按原有的教学大纲进
行授课袁 有限的课时使学生无法了解到当前寄生虫
病的流行趋势曰 盂 学时数偏少根本无法满足开展创

新性和设计性实验的需求咱2暂遥
1.2 教学模式单一 传统的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

模式基本是教师利用录像和挂图等重复理论课的部

分内容袁 再由学生自行观察寄生虫标本遥 该种教学
模式教师频繁地重复回答学生的提问袁 教学效率低遥
再者袁 由于学生只能通过显微镜这一种方式观察标
本袁 教学方法单调袁 互动交流有限遥
1.3 教学经费缺乏 目前多数医学院校医学寄生虫

学实验教学仪器设备陈旧袁 低端仪器渊如温箱和显微
镜等冤购置重复袁 高端仪器因经费缺乏无法购置袁 不
能满足研究型和创新型实验的需求遥 此外袁 由于免
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实验试剂价格较贵袁 无法
批量购买袁 多数学生无法亲自实践操作遥 同时袁 教
学经费的缺乏也影响了授课教师和技术人员外出进

修和培训学习咱3暂遥
1.4 考核测评模式传统 目前国内多数医学院校医

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成绩测评的形式和内容仅局限

于学生对寄生虫标本形态的认识和平时实验报告的

考评袁 而对规定的实验技术操作和实验设计等素质
教学测试很少涉及袁 考核形式单一袁 重结果尧 轻过
程袁 严重制约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袁 限制了医
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的发展遥

2 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改革措施

2.1 加强实验室建设袁 改善教学环境 实验室是高

等学校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尧 开展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的重要场所遥 教学中心实验室建设是推动
教学改革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遥 根据教育部 野新
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冶 渊教高咱2000暂1号冤中对
高校基础教学实验室改造和建设方面的要求袁 启动
野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冶袁 制定 叶基础
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标准曳袁 加强实验室建设袁
推进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袁 不断提
高基础课实验教学水平遥 本教研室按标准化要求建

设了独立的净化实验室近 100 m2渊包括分子病原生物
学实验室尧 免疫组化实验室尧 生物分析及萃取实验
室和生态培养实验室等冤袁 加大了实验室仪器设备
渊如发酵罐尧 病毒分离纯化系统尧 核酸和蛋白质纯化
系统尧 多目的培养箱和三级生物安全柜等冤的投入袁
于 2010 年被评为省级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遥 寄生虫学标本库的建设与管理也是实验室建设
的重要内容之一咱4暂遥 本教研室除保证学生的基本实验
顺利开展外袁 还建立了寄生虫标本库尧 图片库和生
活史陈列室袁 现已收集寄生虫封片标本 3 000余张袁
寄生虫浸制标本 1 000余瓶袁 寄生虫病理标本 100余
件袁 寄生虫图片 2 000余张袁 所涉及的寄生虫种类达
100余种遥 寄生虫标本陈列室全天向学生开放袁 学生
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观看袁 使之加深对寄生虫形态的
认识尧 生活史的了解以及寄生虫所致的病理变化遥
另外袁 本教研室还在校园网上创建了计算机网络辅
助教学平台袁 上传寄生虫学图片库袁 多渠道地满足
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要求遥
2.2 编写实验教学系列教材袁 优化教学内容 高校

实验教学的核心目标在于训练和培养学生相对独立

的科学实践能力袁 以便为今后的相关专业科研选题尧
科研设计和实验技术操作等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因此袁
应及时把新知识和新技术纳入高等医学教育的教学

内容之中遥 本教研室根据中国人体寄生虫病的流行
现状和本校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的开展情况袁 组
织教师编写了 叶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教程曳 和 叶医学
寄生虫学实验指导及复习指南曳 等系列教材遥 在教
材编写过程中袁 以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及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为基础袁 将实验按照经典验证性实验尧
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创新性实验三个层次来编排遥 经
典验证性实验以形态学观察为主袁 强化理论学习的
内容曰 综合性实验侧重于病原学诊断尧 免疫学诊断
和动物模型的建立等袁 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曰 而设
计创新性实验则注重寄生虫病的现场调查设计袁 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遥 在编排内容时注重实践经
验与经典技术的结合袁 技术创新与素质培养的结合袁
实验项目与科研工作的结合袁 为满足不同层次尧 不
同要求的学生学习提供实验教学资料遥
2.3 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袁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一支高素质尧 高水平的实验教师队伍是提高实验教
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咱5暂遥 本教研室开设了资深教师导向
课尧 教坛新秀示范课尧 青年教师表现课和技术人员
实践课等袁 由教师和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探索新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遥 如果实验内容涉及免疫学诊断
和病理变化特征等袁 由形态学实验中心教师督导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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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相关专业的教师共同授课袁 整合多种相关资源袁
建立动态的尧 立体的课程学习过程遥 本教研室的实
验教师队伍由三部分组成袁 包括形态学实验中心的
专职技术人员渊负责提供设备改造尧 更新和维护袁 管
理场地尧 试剂和消耗品等冤尧 本学科的实验技术人员
渊负责实验课前准备袁 如器械配备尧 仪器调试和试剂
配制等冤和带教教师 2名遥 定期选送实验教师和技术
人员外出进修学习遥
2.4 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袁 实现教与学互动
2.4.1 应用多媒体技术袁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往

的实验教学多以观察寄生虫标本为主袁 不能很好地
反映各种寄生虫的运动状态和生活史过程袁 并且有
些寄生虫玻片标本在制作和存放过程中受损袁 形态
等不再具有典型性遥 而多媒体技术集声音尧 图像尧
动画和模拟等为一体袁 能多层次尧 多角度袁 直观形
象地讲述知识点袁 已经成为新时代实验教学发展的
需要遥 近年来袁 本教研室收集了大量的图片袁 制作
了部分影像资料袁 通过图像尧 声音和立体动画等形
式袁 描述寄生虫的形态结构和生活史过程袁 特别是
将寄生虫的形态尧 所处的生态环境和防治工作现场
通过录像生动逼真的展现袁 使学生印象深刻咱6暂遥 但是
多媒体技术仅是实验教学的辅助手段袁 根据教学需
要恰当选择多媒体袁 与传统教学相结合袁 合理有效
地发挥多媒体优势袁 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实验教学
质量的提高遥
2.4.2 开设显微数码互动实验室袁 促进互动教学 显

微数码互动系统是近几年兴起的集数码显微系统尧
语言交流尧 视频交流和应用软件系统为一体的新型
教学工具遥 在实验教学中应用显微数码互动系统袁
示教简便尧 准确尧 轻松袁 它可通过教师机的多功能
数码显微镜把示教标本图像投影到屏幕上袁 或者传
输到每个学生机显示屏上袁 教师对示教标本进行讲
解袁 每个学生能同时观察同一示教内容遥 教师还可
利用数码互动系统的学生通道实时监控 32台学生机
的动态图像袁 随时观察到每个学生的镜下结构袁 及
时发现实验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学生进行实验指导遥
在采用数码互动显微系统教学时袁 师生之间尧 学生
之间有多种互动模式可供选择袁 如师生对讲模式尧
全通话模式和分组讨论模式等遥 将先进的数码互动
技术引入形态学实验教学中袁 可与传统教学模式互
补袁 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咱7袁8暂遥 本校已投资开设多个
显微数码互动实验室遥
2.4.3 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袁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课外实践活动是走出课堂的现场教学袁 是理论知识
的再现和补充遥 以血吸虫病为例袁 该病是芜湖地区

流行的重要寄生虫病袁 为了让学生对该病有更深入
的了解和认识袁 组织部分学生到县医院探访血吸虫
病患者袁 使其对血吸虫病的临床表现有感性的认识袁
再带领学生到江滩采集钉螺标本袁 筛选阳性钉螺袁
用尾蚴感染家兔袁 制作动物模型袁 同时观看利用血
吸虫病流行区素材制作的实验教学多媒体课件遥 实
验结束后袁 学生提交实验报告袁 总结自己对本次实
验的认识袁 提出对今后实验的意见和建议遥 整个过
程以教师为主导袁 学生为主体袁 将被动灌输式学习转
变为主动探索式学习袁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咱9暂遥 此
外袁 本教研室还组织学生去各县实地探访丝虫病尧
钩虫病和华支睾吸虫病等病例袁 去当地幼儿园做蛲
虫感染情况调查等遥
2.4.4 开展开放性尧 设计性实验教学袁 提高学生的创
新性 大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目前全

国高校教学水平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袁 是衡量高校
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遥 开放性尧 设计性实验教学即
是实验教学改革的具体体现遥 实验由学生自行设计命
题或教师指定题目袁 独立或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咱10暂遥 本
教研室开展了一系列的设计性实验袁 如淡水鱼虾体
内华支睾吸虫囊蚴感染情况调查尧 水生植物表面并
殖吸虫囊蚴感染情况调查尧 校内大学生蠕形螨和弓
形虫感染率调查尧 市售蔬菜土源性线虫卵和幼虫的
污染调查尧 厚薄血膜的制作尧 日本血吸虫病实验动
物模型的建立及病理分析和成蚊的解剖及其唾液腺

的观察等遥 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袁 经过充分讨论后袁
进行立题和实验设计袁 确定实验方案袁 完成实验操
作袁 处理数据袁 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遥 开放性尧
设计性实验在有效利用和挖掘实验室资源的同时袁
还为实验室增添了实验标本咱11暂遥 针对某些课程内容袁
本教研室还设计安排了让学生担任教师的角色袁 促
使授课的学生需在课前认真准备袁 而听课的学生也
提高了对课程的兴趣遥
2.4.5 开展临床实践教学袁 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寄生虫病的流行范围因地区而异袁 学生获取寄生虫
病相关临床知识的渠道较少遥 为提高学生对寄生虫
病诊断的实际应用能力袁 本教研室经常组织学生进
行临床实践教学袁 带领学生到附属医院探访寄生虫
病病例袁 由临床医生系统地介绍患者病情袁 为患者
查体袁 并根据其阳性体征分析病情遥 这种实践教学
方式袁 学生兴趣浓厚遥 针对某些寄生虫病袁 教师还
以临床病例为依托袁 针对该病例提出相关问题袁 然
后由学生分组讨论遥 本教研室还通过附属医院检验
科袁 获取临床寄生虫病患者的标本袁 如含阴道滴虫
的白带尧 含疟原虫的血液等袁 组织学生进行检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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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遥 该临床教学模式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
又结合实际培养了学生的临床应用能力遥
2.4.6 利用科研工作平台袁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当前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袁 随着医学寄生虫
学实验设备尧 研究手段的改进袁 新理论尧 新技术和
新方法的不断涌现遥 本教研室在开展实验教学时袁
教师利用科研工作平台袁 适当融入科研思维袁 介绍
现有的研究基础袁 使学生了解该领域目前的国内外
进展情况遥 并把科研过程中制作的典型标本进行展
示袁 将研究成熟的项目列入实验内容袁 引进先进的
实验技术袁 鼓励学生参与实验设计遥 同时还组织课
外活动小组袁 让部分学生参与到一些简单的科研工
作中袁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袁 开阔他们的眼界袁 启
发他们的科学思维袁 使学生掌握医学寄生虫学的研
究新动态遥
2.4.7 改革实验教学测评模式袁 提高学生的重视程度
实验教学测评也是实验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袁
它的内容尧 方法和结果直接影响着教学内容的组织尧
教学方法的选用和教学目标的实现遥 本教研室对预
防医学专业的测评模式进行了改革袁 总评成绩综合
了平时尧 实验报告尧 笔试尧 实验操作和实验设计成
绩袁 从单一的结果测评袁 转向以过程测评为主尧 结
果测评为辅袁 将测评切实地融入到整个实验教学过
程中遥 测评结果分析发现袁 学生实验考核不及格率
明显下降袁 有些学生在枯燥乏味的寄生虫形态笔试
分数偏低时袁 而在实验设计与操作方面却得分较高袁
说明这些测评形式的综合应用袁 考核了学生的综合
能力袁 从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体现了实验教学的目的袁
体现了对学生个性尧 兴趣和创造精神的尊重咱12暂遥
总之袁 在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教学中袁 充分利用

形态学实验中心等实验教学平台袁 不断丰富实验教
学内容袁 完善和更新现有的实验教学方法和形式袁
以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为目标袁 提高中国高等
医学院校的实验教学质量袁 促使实验教学水平迈向
新的台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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