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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小组学习”模式在基础医学课程中的实践应用：以医学免 

疫学为例 

肖丽君*  王明娟  赵学荣  王建平  高亚贤  程露阳  刘镭  梁秀军  白冰  毛淑芳 
承德医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将“小组学习”模式应用于基础医学课程“医学免疫学”的教学，在理论课堂采用案例导学、

问题导学、角色转换导学和专题讨论导学，实践教学过程针对课堂实验、实验选修课和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进行层次化导学。综合运用思维导图、问卷星、成长袋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和手段，编写思

政案例库进行专业课课程思政，结合小组过程性考核进行多元化考核评价。该模式通过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小组合作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人文素质，为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应用型医

学人才奠定基础。该教学模式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认同，可为基础医学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开展及

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思路和参考。 

关键词：小组学习，理论课，实践课，多元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思政，应用型人才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eam-based learning” mode in 
fundamental medical courses: Medical Immunology as the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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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m-based learning” mode was applied in Medical Immunology course for Clinical Medicine 
Science Major. In theoretical teaching, the case-based, problem-based, role-exchange and seminar-based 
instruction were used, while the hierarchical-instructed learning were adopted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during experiment courses, elective experiment courses, and university student innovation project. In all 
the teaching processes,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Mind Mapping, Wenjuanxing, and Growth 
Record Bag were employed comprehensivel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re transmitted through 
telling many curriculum politics cases along with medical knowledge,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were 
implemented based on team-process-assessment. Through this mod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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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d. It was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e basement for educating high-quality, high-capability applied 
talents. The team-based learning mode accepted by most students can provide thinking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duct of basic medical courses, other related cours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team-based learning, theory class, practice class,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curriculum politics, applied talent 

在医学教育培养体系中，基础医学课程是各

专业和学科的基石，基础医学的教学质量是医学

人才培养的重点和关键点。医学免疫学是一门重

要的基础课程，起源于医学微生物学，曾以研究

抗感染免疫为主，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已发展成为

一门具有多个分支并与众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主干

课程，也是基础与临床密切结合的桥梁课程，在

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机制阐述和防治策略方面，以

及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生物高科技产品开发应

用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是培养学生具备

独立思考能力、严谨科学作风和临床思维及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平台。但医学免疫学内容

抽象、理论性和系统性强，涉及前沿知识和概念

多，比较深奥难理解，在传统的“医学免疫学”教学

中，很多学生感觉学习吃力，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

认识，大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1-2]。

我 们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 在 小 组 学 习 (Team-Based 

Learning ， TBL) 教 学 法 、 基 于 问 题 学 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对分课

堂、翻转课堂等应用[3-6]的基础上，不断思索课堂

教学方法的改良，近年来逐渐形成了“小组学习”教

学模式，并配合对应的评价体系，在小组学习基

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和深度学习，培

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以下以临床

医学专业“医学免疫学”课程的实践为例进行介绍。 

1  “小组学习”教学模式的设计及实施 

在“医学免疫学”课程的第一节课上，向学生

宣讲教学改革并动员，按照分层随机分组原则，

6−8 人为一组建立小组，达到“组内异质，组间同

质”，即组内各成员的性别、智力等因素不同，各

合作小组在总体水平上又基本一致，以保障小组

内互助合作和小组间展开公平竞争。推选有组织管

理能力和责任心强的组长管理小组的学习活动。学

习小组建成后作为理论课及实验课的学习小组。 

1.1  理论课课堂教学的应用 

“医学免疫学”理论课课堂教学环节主要采用的

方式有 4 种。 

1.1.1  案例导向的小组学习 

教研室加强对案例库的资源建设，在“医学免

疫学”课程的每个章节中都有相关案例，通过课前

或课中给学生发放案例，引导学生课前查阅资

料、课上小组讨论发言，谈自己思考的亮点并提

出存在的疑问及需要老师和同学帮助的问题点，

选出的代表发言，小组间进行质疑和讨论，教师

指导点评，最后形成小组答案上交。例如，在讲

绪论时，以微生物感染与免疫为切入点，制作人

类与传染性疾病斗争史案例，以人类成功控制的

天花、脊髓灰质炎、麻疹及目前世界范围内流行

的“新冠”肺炎、艾滋病为例，结合天花疫苗和血清

免疫疗法提出问题，问题一：医学免疫学为什么

起源于医学微生物学？结合医学免疫学简史谈谈

你对现代医学免疫学的了解；问题二：免疫只是

对机体有利吗？结合“新冠”肺炎谈谈你的想法；问

题三：通过接种疫苗为什么能够预防传染病？问

题四：血清免疫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疗传染病？ 

1.1.2  问题导向的小组学习 

医学免疫学中涉及大量实验性结论、理论性问

题，我们可以通过在课前和课中把引导性问题发放

给学生，引导其通过头脑风暴在课上进行思考和讨

论。例如，在讲抗原时，很多学生对于抗原的异物

性感觉难以理解，可以发放如下引导性问题：20 世

纪初，Forssman 用豚鼠肝、脾、肾上腺等脏器制备

的生理盐水悬液免疫家兔获得的抗体，除了能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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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相应的脏器抗原反应外，还可使绵羊红细胞发

生凝集。问题一：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二：如果只用少量生理盐水对家兔进行注

射，从医学免疫学角度来看，进入家兔体内的生

理盐水是“自己”还是“异己”？为什么？通过引导学

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但锻炼了其科学思维，

更加巩固了一些较为抽象和难理解的理论知识。 

1.1.3  角色转换的小组学习 

医学免疫学的内容环环相扣、前后连贯，涉

及前沿知识多，很多内容抽象难理解，学生独立

自学难度比较大。通过几年的实践经验，我们选

取了固有免疫的内容作为角色互换的内容，按照

固有免疫细胞和应答的不同内容随机分配学习任

务，给出学生学习目标和重点难点的提示，小组

内部进行分工，课前进行小组学习并制作 PPT，课

上选出小组代表讲述，通过组间打分和教师打

分，得出最后小组成绩。 

1.1.4  基于专题讨论(Seminar)的小组学习 

医学免疫学涉及的诺贝尔奖和前沿进展知识

很多，通过在相关章节向学生介绍医学免疫学相

关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指导学生从 1901 年

以来获得的 19 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医学

免疫学成就中，选择重要的免疫基础理论性内

容，如关于抗体相关研究的 1901 年、1960 年、

1972 年、1987 年奖项和关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相关研

究的 1980 年、1996 年奖项，以及近些年的热点免

疫问题，如关于 Toll 样受体的 2011 年奖项和关于阻

断免疫负调节机制治疗肿瘤新方法的 2018 年奖项，

引导学生就其研究背景、关键实验、研究意义及对

自己的启示等方面进行查阅资料、分工学习并提出问

题，形成研究学习报告，由小组代表进行课堂展示

和讨论，通过组间打分和教师打分获得小组成绩。 

1.2  实践教学应用 

我国本 科医学教育 标准——临床 医学专业

(2016 版)[7]指出，中国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毕业生应达

到的基本要求分为 4 个领域：科学和学术、临床能

力、健康与社会、职业素养。我校的办学定位要适

应国家、区域经济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结

合自身办学特点和定位，大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是社会对我们地方医学院校提出的时代要求。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课程是

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科研思维的重要平台和

关键环节。在实验课过程中，从实验原理的学习

到具体的实验操作，学生通过学习观察、操作分

析、组织协调，不但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还需

要培养其具备团队合作的能力。但在传统的教学

模式中，实验课一般隶属于理论教学，往往是验

证性实验为主的方式进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

展，医学生的培养转变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决定了教学需

求的改变，因此，传统实验课的教学模式也向综

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基于此，我们在实践课

程中实施了“小组学习”模式。 

(1) 基于小组的课堂实验教学——原理讨论和

分工操作 

在“医学免疫学”实验课过程中，传统教学方式

是根据实验课的内容，每次课自由结组进行原理

学习和操作。我们改进了这一方式，在实践课中

也保持和理论课一致的学习小组，提前将每次实

验课的提示性内容发放给学生，学生就实验原

理、操作方法、结果分析、讨论、需注意事项等

内容课下进行小组学习，课上小组代表根据讨论

内容发言，通过组间打分和教师打分获得小组分

数；实验操作环节，根据以往传统方式，分工操

作阶段在教师不加干预的情况下，往往每次实验

动手操作的总是集中在特定学生。但以小组为基

础的实验，组长每次实验会设置具体分工负责学

生并组织小组所有成员参与及讨论，大大提高了

学生实验课的参与度、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分

工内容学生各司其职，每次都要在实验报告中体

现每个小组成员所负责的内容，以保证小组成员

学习内容的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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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小组的实验选修课——综合设计性实

验项目开展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对于

学习兴趣较高的学生，可进一步结成学习小组参

加实验选修课，教师给出学生可选择的范围，

如：小鼠的免疫及检测、淋巴细胞分离及活性观

察、乙肝表面抗原的 ELISA 检测等，学生自行选

取感兴趣的题目，课后查阅文献，进行实验设计，

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论证，确定实验方案，小组进

行实验。在实验的选择、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提高

了学生的小组合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3) 基于小组的科学研究——大学生创新小组

项目开展 

对于学习兴趣更高、对科学研究有进一步探

索兴趣的学生，可引导和鼓励学生申报、承担大

学生创新项目，在实验和研究全过程中将理论与

实践紧密联系，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

综合创新能力。 

2  多元化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综合应用及教
学资源建设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综合运用了多种教

学方法和手段。 

2.1  思维导图 

基于医学免疫学内容抽象且前后联系紧密、

科学语言较难理解的特点，在授课过程中，教师

指导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梳理章节或密切联系的

几个章节或阶段性知识点，如：抗体的结构和功

能、补体的激活、免疫应答、免疫系统的组成

等，最后将知识点以文字、图像、色彩与节奏等

元素形式整理成思维导图。以这种图像形式加强

理解、厘清思路，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医学免

疫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了学生对知识的总

结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2  问卷星 

我们将问卷星应用于医学免疫学课堂的形成

性评价和过程性考核，以随堂测试、章节测试或

阶段性测试等方式进行，通过多种题型的设计，

及时统计分析，当堂反馈，更好地指导学生及时

消化吸收并提高其参与度，实现快速、准确的教

学评价及高效的课堂教学效率。 

2.3  成长袋 

学生成长记录袋简称成长袋，记录学生学

习、活动取得的阶段性成绩或持续进步信息的动

态表现、作品、评价结果及其他相关记录和资料

的汇集。医学免疫学阶段性教学结束后(大概 3 章

内容)，学生以成长袋形式记录对医学免疫学的收

获、存在的疑难问题、解决方式和后期的学习计

划等，形式和内容多样，并由教师点评指导，不

断发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

和自我调整，从而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2.4  教研室教学资源 

我们还非常重视教研室教学资源的建设，以医

学免疫学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为依托，教师

们分工合作，录制微课(根据重点和难点，每章至少

制作一个)，查找资料制作案例、每章的练习题，针

对实验课制作实验操作示教视频，汇总后建设为教

研室的微课库、案例库、视频库、习题库等线上教

学资源，构建资源为导向的学习方法(Resources- 

Based Learning，RBL)，线上给学生推送以上学习

资源进行“导”，线下面对面指导学生进行“学”。通

过广泛开展线上线下、横向纵向相结合的多种教学

方法和手段的综合立体运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调动学生学习效率和积极性。 

3  课程思政、前沿知识的融入及人文素质的
培养 

医学免疫学课程以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为主阵

地，在能力、创新等方面的培养过程中融入思政

元素，以嵌入式的方法、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对学

生进行课程思政。从爱国主义、辩证唯物史观、

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人文素养、批判性思维、

科学精神等方面为切入点，结合我校革命历史为

学生融入红色基因，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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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培养学生成人、成材。 

我们教研室以集体备课的形式统一讨论确定

“医学免疫学”每个章节中涉及的课程思政元素的节

点，并结合人文素质、前沿知识、教师最新科研

成果等内容，形成文字汇总制作医学免疫学课程

思政案例库。例如：(1) 以人类最早有文字记载的

原始疫苗——狂犬病疫苗(晋代人葛洪所著《肘后备

急方》成书于公元 324 年)和 16 世纪我们的祖先发

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为融入点，使学生了

解中国的医学历史，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激励他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培养大学生对于

医学事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增强医学生的民族

自信心。(2) 以几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

免疫学家为融入点，如 1901 年首届诺贝尔奖获得

者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

发现抗毒素，开创免疫血清疗法)、2011 年的朱尔

斯·霍夫曼(Jules A. Hoffmann，发现 Toll 样受体在

固有免疫中作用)和 2018 年詹姆斯·艾利森及本庶佑

(James P. Allison and Tasuku Honjo，发现免疫抑制

分子治疗肿瘤新方法)，以几位科学家在感染免

疫、基础免疫和肿瘤免疫学等领域的艰辛而卓越

的研究过程为例，引导学生多思、敢问、敢做，

激发他们探究科学前沿的欲望，使他们成为学习

的主人，培养他们科学精神、理想信念、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为造就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拔尖创

新人才奠定基础。(3) 以当下世界范围内流行的

“新冠”肺炎为融入点，从该病毒致病的免疫学原

理，到其引发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心理健康、社

会经济等问题，引导学生以辩证思维的方式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使其意识到要成长为一名合格

的医者，不但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及技能，还

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我校前身是冀东军区卫生学校，创建于 1945 年

9 月，曾在 1948 年 10 月创下了千余名师生抢救万

名伤病员的壮举，并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野战军卫生工作史[8]。结合我校的红医校史，以及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我校百名毕业校友征战武汉抗

疫前线的事迹，号召学生要以钟南山、李兰娟及

广大一线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者为楷模，思考人

生价值，树立正确人生观，养成良好的职业道

德、职业素养，传承承德医学院红医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4  多元考核方法的运用 

传统的终结性考试成绩难以反映学生在整个

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而且

学生也不能在学习过程中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效

果，进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医学免疫学课程“小

组学习”模式的实施要求结合多元化考核方式，不

能仅以终结性考核为依据，还需要合理配置多种

形式的过程性考核。改进后的考核方式为：(1) 成

绩构成：总评成绩(100%)由终结性评价(试卷考

试，占比 70%)和过程性考核(占比 30%)组成。(2) 

过程性考核评分标准：由师评生、小组互评、自

我评价组成。(3) 过程性考核成绩记录：小组成员

取得分数记录为共同的平时成绩。 

5  学生满意度调查 

我们对“医学免疫学”课程的参课学生满意度进

行了问卷调查，分为理论课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

两部分进行，共发放问卷 133 份，收回有效问卷

133 份，有效问卷收回率为 100%。在理论课课堂

教学环节，满意的学生占 91.7%−97.7%，在实践课

教学环节，满意的学生占 95.5%−97.7%，具体见表

1。总体来看，在“小组学习”模式的实施过程中，

学生在实践课教学环节的满意度高于理论课课堂

教学，体现在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训练自

主思考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基础联系临床的能力

等方面，提示这种模式对实践教学适用性的良好

前景。学生不满意比例为 0.8%−1.5%，因不记名投

票，未找到选不满意的学生，通过与组长或学生

沟通，发现有学生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有偷懒的现

象，还有学生认为增加了学习负担，仅限于个别

学习困难的学生，提示以后实施过程中增加同伴

监督带动、学困帮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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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对“小组学习”模式的评价[人数(%)] 
Table 1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eam-based learning” mode (number (%)) 

测评内容 Contents of evaluation 满意 Satisfied 一般 General 不满 Dissatisfied 

理论 

Theory 

实践 

Practice 

理论 

Theory 

实践 

Practice 

理论 

Theory 

实践 

Practice 

激发自主探究能力 

Inspire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bility 

123(92.5)  127(95.5) 9(6.8) 5(3.8) 1(0.8) 1(0.8) 

促进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 

Enhance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124(93.2) 130(97.0) 8(6.0) 4(3.0) 1(0.8) 0(0) 

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Cultivate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123(94.7) 128(96.2) 9(6.8) 5(3.8) 1(0.8) 0(0) 

训练自主思考、解决问题能力 

Trai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124(93.2) 130(97.7) 9(6.8) 3(2.3) 0(0) 0(0) 

训练批判性思维 

Trai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126(94.7) 129(97.0) 5(3.8) 3(2.3) 2(1.5) 1(0.8) 

提高交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Enhance communicating and expressing ability 

129(97.0) 131(98.5) 4(3.0) 2(1.5) 0(0) 0(0) 

小组合作意识的增强 

Strengthen team-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130(97.7) 130(97.7) 3(2.3) 2(1.5) 0(0) 1(0.8) 

查阅课外资料能力及运用信息分析问题能力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onsulting extracurricular literature and solving 
problems informationally 

128(96.2) 130(97.7) 5(3.8) 3(2.3) 0(0) 0(0) 

提高基础联系临床的能力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onnecting basic medicine and clinical medicine 

122(91.7) 128(96.2) 9(6.8) 4(3.0) 2(1.5) 1(0.8) 

促进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 

Consolidate knowledge 

126(94.7) 129(97.0) 7(5.3) 4(3.0) 0(0) 0(0) 

我愿意采用这种方式学习医学免疫学 

I want to study Medical Immunology in this way 

126(94.7) 130(97.7) 6(4.5) 3(2.3) 1(0.8) 0(0) 

 

6  思考和展望 

根据现代教育理念，结合学校实际，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及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人才培

养目标。传统知识本位的教育模式向以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突出能力培养教育模式的转变，是

实现当前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要求。在此目标导向

下，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加强其知识、技能、能力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为其在今后的临床学习阶段和工作阶段迅速成长、

发展为复合创新型医学人才打下坚实基础，从而最

大程度上保证教育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成为了一

个重要课题。我们在“医学免疫学”课程实施过程中，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出发点，在多年实

践的基础上建立了“小组学习”模式，将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元素融于教学全过程，

将学生的单一学习与小组协作模式相结合，将科学

的基础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相结合，将专业课教学与

人文素质、课堂思政相结合，努力实现全过程、多

方位育人。这种模式的良好践行，不但为医学生在

基础医学院阶段提高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形成核

心竞争能力打下了良好基础，对于培养高素质、高

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

对该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应用，旨在为医学教育研究

提供参考，为相关专业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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