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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教学的思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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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高职院校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

法、加强实验教学、改革考核方式等方面,探讨提高高职院校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教学质量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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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nvestigates the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aspects of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ing the existing

examination mod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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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是高职院校医学检验专业

的课程之一,分子生物学技术是有关病毒分型、基因

检测的重要手段之一[1-2]。 因此,应让学生更好地掌

握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以

便胜任临床检验工作。 本文就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该课程教学的方

法和路径,提高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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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内容多,课时少

某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早期的分子生物学检测

技术课程只有 28 学时,其中理论课 20 学时。 该课

程涉及多门学科的内容,如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遗传学等[3-4],该课程内容多且抽象难懂,难以激起

学生的学习热情。 同时,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大
多数学生的基础不太好,生物学方面知识有限,导致

大部分学生害怕面对这门学科。 目前,高职院校该

课程的课堂教学都面临一个问题,该课程教学内容

繁多,抽象难懂,安排的课时却少,教学任务重,这些

问题叠加起来就造成学生对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

程产生了距离感和畏惧感。

1.2　 教学方法僵硬,教学模式被动

传统的教学方法一般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

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角,而学生是配角,是知识的被

动接受者,不需要过多的思考。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

术课程内容复杂抽象,单纯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

法,很多学生很难提高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主动参与

意识不强,因而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5]。

1.3　 实验室建设不足,实验项目有限

分子生物学检验的对象一般是蛋白质和核酸分

子,因此对实验室的环境条件和仪器设备均有较高

的要求。 目前,有些高职院校没有单独的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与其他学科共用实验室会给实验带来污

染。 另外,实验室设备陈旧,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实

验项目开展非常有限,与临床检测项目相差较远,不

利于生物技术检验专业人才培养。

1.4　 考核方式单一化,考核内容书本化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考核方式采用的是卷

面考试,基本以分数为依据评价学生,以综述小论

文、答辩报告为考核手段很少[6]。 考试内容基本来

自于书本教材,绝大部分是该课程内容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偏重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对学生的实

验操作技能内容考核很少,形成“重书本,轻实践”的
思想,不利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无法有效体

现课程的教学效果。

2　 提高高职院校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

程教学质量的路径

2.1　 优化教学内容

选用“十三五”全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教材《分
子生物学检测技术》,该教材包括两大模块内容,主

要介绍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分子生物学常用检

验技术[7]。 第一大模块,即基本理论概况部分,主要

包括核酸和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分子生物学检验

标志物等,本部分教学内容与生物化学的教学内容

有些重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基础和

课时对教学内容进行删减。 第二大模块,即常用检

验技术部分,主要包括核酸(DNA \RNA)的分离与纯

化、聚合酶链反应技术(PCR)、核酸分子杂交技术、
DNA 序列测定以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在临床上的

应用等,该部分的教学重点放在常用分子生物学检

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及临床应用。 通过本模块中分子

生物学的临床应用章节学习能够让学生真正理解分

子生物学检验的价值,让学生认识到分子生物学检

测技术在临床疾病诊疗中的实际应用。

2.2　 改进教学方法

在教学实践中,针对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采用

如问题式、讨论式、临床案例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2.2.1　 问题导向式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提出

“问题”,让学生学习过程中产生“悬念”,可以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8-9]。 如讲解基因组

DNA 分离与纯化的内容时,上课前教师可针对本节

课提出几个问题:基因组 DNA 提取常用的方法有哪

些及优缺点? DNA 浓度鉴定的方法有哪些? DNA

纯度鉴定的方法有哪些? DNA 完整性的鉴定方法有

哪些? 问题导向式教学法一般以小组方式开展,提

前将以上问题布置给各小组,每个小组完成一个问

题任务,让各组员通过查阅课本和文献,回答相应的

问题,并以完成的情况给予小组成绩。 这样学生不

仅很容易记住基因组 DNA 分离与纯化的具体流程,

也容易理解实验流程中各种方法的具体应用和原

理。 因此,采用问题导向式教学方法可以明显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对师生有效地完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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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任务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也有益处。

2.2.2　 讨论式教学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就

当今社会最热门或学生最感兴趣的分子生物学检验

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如在探讨分子生物学检验技

术在单基因遗传病中的应用这个内容时,可以镰状

细胞贫血、地中海贫血或血友病为单基因病的研究

对象,汇报内容涉及这些疾病的分子机制及临床检

测方法。 组员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疾病进行了解,利

用课余时间上网查找、阅读资料,通过小组讨论,确

定汇报内容。 在讨论时,组内学生通过查找知识点,

发表自己对讨论问题的观点和见解,其他组的同学

可以对该组同学所汇报的单基因疾病的相关内容进

行提问和讨论。 老师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点评,并

在讨论课结束时进行全面总结,以小组完成情况给

出考核成绩。 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能增强学生主

动参与的意识,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3　 临床案例式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选取合适

内容,将临床真实案例整合到教学内容中,把案例教

学思维与课程知识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

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10]。

如讲解 HBV-DNA 定量检测的临床意义时,可向学生

展示怎样在临床工作中进行 HBV-DNA 定量检测的

临床真实病例,使学生了解到临床上患者对于抗病

毒药物的应答效果存在差异,从而更好地学习和理

解 HBV-DNA 定量检测的临床意义。 在讲授分子生

物学关键技术内容时,可以结合临床案例进行讲述,

如在讲述聚合酶链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技术时,可以就目前的“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展

开,在讲述核酸杂交技术时,可以结合南方地区高发

疾病“地中海贫血”临床检测手段展开,通过将书本

知识体系与临床实际应用有机结合起来,以理论知

识联系临床实践,从临床实践中加强理论知识的学

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助于提高教学质

量,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

2.2.4　 应用多媒体与网络资源的教学　 在教学过程

中,由于生物技术的理论深奥、技术原理复杂抽象,

可以以图片、动画、视频进行演示,将枯燥的文字转

化成逼真的三维图像和动画效果,并在播放过程中

进行讲解[11],从而将复杂抽象的知识进行具体化和

形象化,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

加强学生对枯燥理论的理解和记忆,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 如讲解 PCR 技术时,先介绍发明者获得灵感

发明 PCR 技术的过程,以及如何解决基因扩增过程

遇到的技术障碍和难题。 从叙述故事的过程中,给

学生讲述 PCR 技术的基本原理、操作流程及其临床

应用,最后以生动形象的 3D 视频演示 PCR 基因扩

增过程,增加学生学习的趣味性,有助于学生对抽象

理论的理解和记忆。 另外,还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如

微信公众号、智慧职教、学习通等,建立学习平台和

课程资源共享库,及时更新分子生物学的新技术新

理论,让学生不受课堂学习时间的限制,促进学生养

成持续学习、自我学习的教学理念,从而更加有效地

提高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

2.3　 加强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基本的操作

技能和相关检验技术[12-13],对于实践性较强的医学

检验专业来说尤为重要。 目前,分子生物学检验技

术实验项目开设了外周血核酸提取、核酸的琼脂糖

凝胶电泳、DNA 含量与纯度的测定等实验。 但限于

学校目前的实验室条件和仪器设备所限,有些实验

项目,如 PCR、核酸杂交、单链构象多态性(SSCP)、

基因芯片等只得借助于实验虚拟平台进行仿真实

验,力求通过实验操作和仿真实验让学生掌握基本

操作技能和相关检验技术以及在临床上的应用价

值。 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应进一步加强该课程

实验室的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建设独立的分子生物

学检验技术实验室,避免共用实验室带来的实验污

染。 另外,还需购置课程相关的仪器设备,开展与临

床实际检测相关的实验项目,如 PCR 技术、 SSCP

等。 在课余时间可以让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参

与实验试剂和耗材的准备工作,充分调动学生的主

动参与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实践热情,从而提高学生

的实践操作能力。

2.4　 改革考核方式

考试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可以检验学

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理解和掌握程度[14]。 目前,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考试方式基本是以试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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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生不太可能会主动地对基本理论和技术去思

考、创新,往往是考前机械性地背诵课程知识点,因

而也不可能真正掌握和理解课程的内容。 因此,采

用“考核评估”替代“考试评估”,应用多元素结合模

式来进行考核,如理论课课堂提问、撰写小综述论

文、知识点的考查、平时课堂作业、每次实验课项目

的操作及实验项目报告均纳入最后的成绩考核体系

中,使考核方式多样化,考核内容丰富化,从理论知

识学习到实验各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全面

检查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通过改

革课程考核方式,提高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

学习效果。

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需加强与学生的交

流沟通工作,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看法及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另一方

面可以更好地明白哪些教学方法更适合学生[15]。

同时,教师还可以与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加强师

生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实现教

与学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在课余时间,教师还应

多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热

情,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积极主动创新,从中获

得更多的实践机会,对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也有一

定的帮助。

3　 小结

目前,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是临床医学检验的

重要前沿领域,其在疾病的预测、预防、诊治和预后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文分析了该课程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从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实验

教学、改革考核方式等方面着手,探讨了提升课程教

学效果的路径,以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分子

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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