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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协和医学院招收的 ４＋４ 临床医学专业试点班，具有学生专业背景多样，医学课程学习时间短等特点。 在

试点班中设立“器官⁃系统⁃功能”（ＯＳＦ）基础医学整合课程，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内分泌系统教学可通过模块化面向

对象动态学习环境（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建设自主学习环境，推行集体备课和试讲制度，授课中结合医学史、医学科学研究导

论等内容，积极探索适合 ４＋４ 试点班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８０ ０％的学生对教学效果总体满意，
４５ ０％的学生认为应该加强基础知识内容学习，５５ ０％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与专业内容相关的人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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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学院从 ２０１８ 年起开始招收临床医

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以下简称“４＋４ 试点

班”），面向全球高水平大学招收学科基础宽厚、热
爱医学、个性心理特征适合学医、具备成为卓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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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质的优秀本科生，以培养多学科背景的高层次拔

尖创新医学人才［１］。 ４＋４ 试点班的教学模式采用以

“模块教学”（ｍｏｄｕｌ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为特征的医学

教育，特别在医学基础课程教育中采用“器官⁃系统⁃
功能”（ｏｒｇ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ＳＦ）多学科整合课程

结构，对担任授课的临床教师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本文以胰腺内分泌激素的生理及病理生理教学为

例，探讨面向 ４＋４ 试点班学生如何进行内分泌系统

模块的基础医学整合课程授课。

１　 ４＋４ 试点班学生状况分析

与传统的医学院学生不同，４＋４ 试点班学生本

科专业背景多样。 以 ２０２０ 级试点班 ３２ 名学生为

例，２２ 人具有生物学专业背景，１０ 人具有非生物学

专业背景（如环境、化学、经济、地质学等专业） ［２］，
这就导致学生基础学习的起点并不一致。 如何能做

到因材施教，在一堂课的讲解中照顾到不同专业背

景的学生，最终做到同质化教学 （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是授课老师面临的一大考验。

与传统八年制医学本科生相比，４＋４ 试点班学

生的医学院阶段学习时间相对较短，需在 ４ 年内完

成医学相关课程的学习及临床实习、科研训练、学位

论文等工作，其中医学前期课程、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课程等的学习时间为 ２ 年（表 １）。 用于内分泌模

块教学的医学基础整合课的时间仅为两周（理论课

３９ 学时，实验课 ３ 学时）。 试点班的这种以模块教

学为特征的医学教育模式，有利于学生早期接触临

床，形成器官⁃系统⁃功能整体观念，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有利于缩短教学周期，避免了某些课程之间重复

的部分，但也存在短时间内教学量大，基础课程之

间、基础与临床课程之间衔接不够紧密，教学效果因

人而异等问题［３］。

２　 内分泌模块教学的特点

内分泌学是研究激素及其机能的生理学的一个

分支学科，与临床其他学科相比，内分泌学与基础医

学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与其相关的基础学

科包括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

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药理学等多个学

科。 因此，教师在授课中更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

将临床现象与相关基础知识理论有机的结合起

来［４］。 在此过程中，应该避免单纯的罗列基础知

识，而应该提示学生此机制后隐含的临床意义。
例如在胰腺内分泌激素的生理和病理生理的课

程中，可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临床表现及治疗为

案例，指导学生掌握胰岛素的分子结构、生理作用、
胰岛素的分泌和调节、胰岛素的作用机制，以及糖代

谢的概况等内容，将临床与基础知识融会贯通。

３　 通过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建设内分泌系统自主学

习环境

　 　 由于授课内容多，课时短，因此将部分基础知识

定为课前自主学习、复习的内容，课堂中仅对自主学

习过程中的重点、难点进行深入讲解和巩固。 利用

Ｍｏｏｄｌｅ 平台建设自主学习环境被证明是行之有效

的途径［５］。
Ｍｏｏｄｌｅ（ｍｏｄｕｌａｒ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是一款开源教学管理软件框架，强调营

造交互式自主学习环境，支持虚拟学习环境与课堂

教学深度融合， 已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 北京协和

医学院基础学院自 ２０１９ 年开始推广以 Ｍｏｏｄｌｅ 为基

础的“协和课程” 信息化平台，逐步形成了基于

Ｍｏｏｄｌｅ 的混合式教学路线和流程，提升了课程的教

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体验［６］。

表 １　 传统八年制与 ４＋４ 临床医学专业试点班课程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４＋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ｏｃｔ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学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学期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传统八年制 医预科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科研训练

课程 本科通识＋数理化＋生命科学 基础医学＋诊断学 临床综合课 临床见习 临床实习 科研训练＋毕业论文

４＋４ 试点班 大学本科 临床医学

课程 多学科背景＋核心必修课程 ＯＳＦ 整合课 临床核心 临床实习 自选模块＋毕业论文

ＯＳＦ 器官⁃系统⁃功能（ｏｒｇ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２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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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以胰腺内分泌激素的生理和病理生理的课程

为例，课前指定《生理学（八年制教材第 ３ 版）》第 ３９
章胰岛的内分泌、《组织学与胚胎学（八年制教材第

３ 版）》第 １５ 章消化腺第二节胰腺、《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八年制教材第 ３ 版）》第 ６ 章糖代谢、《医
学免疫学（八年制教材第 ３ 版）》第 ８ 章主要组织相

容性复合体及其编码分子、《病理生理学（八年制教

材第 ３ 版）》第 ６ 章糖代谢紊乱、《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ｓ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ｉｇｈ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８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为预习

材料，利用 Ｍｏｏｄｌｅ 系统设置分析讨论环节、互助学

习等多种方式，将师生互动、同伴学习等主动学习方

式引入到学生学习过程中。 设置课前、课后小测验，
检验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堂学习效果。

４　 推行集体备课和试讲制度

对于医学基础整合课程的授课，基础与临床教

师集体备课显得尤为重要［７］。
写好教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第一步。 集体备课

要求与授课内容相关学科的所有参加教学的教师都

要参加，有利于协调授课内容、达到明确教学目标、
突出教学重点、规范教学流程。

集体备课时应安排试讲，一般由担任 Ａ、Ｂ 角的

２ 名教师对即将教学的内容进行试讲，然后由其他

教师进行点评，针对涉及的某些学科间的问题，进行

沟通，找出最佳解决办法。 也可对其教学方法、技巧

进行点评，提出改进意见。 通过试讲，也有利于教师

对彼此讲课内容提前熟悉，对教学过程中涉及的共

性问题进行重点或深入的讲解，引发学生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例如在讲解胰岛素调节因素时，对之前

“内分泌总论”课程中涉及的内分泌激素调节模式

进一步具体化；在讲解胰岛素受体信号转导途径时，
对总论中涉及的内分泌激素受体⁃⁃酪氨酸激酶型受

体介导的信号转导通路具体化，使学生的知识进一

步系统化、具体化。 在讲解胰腺内分泌激素的病理

生理时如何避免与将来的内科学糖尿病部分教学中

的糖尿病的病理生理机制简单的重复，都是值得探

讨的内容。
集体备课也有利于教学资源共享。 多媒体教学

已成为现代化教学的重要手段，但每个教师获取多

媒体材料的途径各不相同，往往质量相差很大，通过

集体备课可以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相互补

充，整合成一套理想的图文并茂、动静结合的多媒体

课件，极大的提高了教学质量［８］。

５　 结合医学史、医学科学研究导论等内容，
提高学生研究与创新能力

　 　 ４＋４ 试点班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医学领军人才，因此在授课中应对

学生此方面素质进行潜移默化的培养。 让学生在学

科学习的同时，了解学科的发展史，掌握对疾病认知

的普遍规律和方法，培养基本的科学思维能力［９］。
例如在胰腺内分泌激素的生理和病理生理的课

程中，可穿插讲解胰岛素的发现史及糖尿病治疗药

物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对于糖尿病的病理生理机

制的研究极大的促进了降糖药物发展，作用于血糖

调节各环节靶点的药物应运而生。 此外还可提及北

京协和医学院吴宪教授发明的血糖测定的 Ｆｏｌｉｎ⁃Ｗｕ
法、林可胜教授在胃肠道激素发现中的贡献，可激发

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爱校热情。

６　 教学效果评价

对 ２０２２ 级 ４＋４ 试点班在 ＯＳＦ 课程内分泌模块

教学结束后发放调查问卷，共 ４３ 份，回收 ４０ 份，回收

有效率 ９３％。 主要调查学生对教学的总体满意度、基
础和临床知识部分授课效果、课前预习安排、课件制

作质量、授课教师内容侧重与衔接的评价，以及学生

对课程内容偏向、预习内容重点、教学方式、病例讨

论、疑难病多学科团队（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 ＭＤＴ）
会诊见习、增加人文内容等的意见（表 ２）。

通过调查，了解到 ８０ ０％的学生对目前的教学

效果总体是满意的，７５ ０％～８０ ０％的学生对基础与

临床部分的授课效果是满意的，８２ ５％的学生对课

件制作质量评价是满意的。 但是仅有 ５５ ０％的学

生对课前预习安排的效果评价较为满意，仅有

４７ ５％的学生认为授课教师在内容侧重与衔接方面

的是满意的。
在学生对未来教学内容期许方面，４５ ０％的学生

认为应该加强基础部分内容，４２ ５％的学生认为目前

基础内容与临床内容比例合适。 在课前预习内容安

排方面，４５ ０％的学生认为应提供与讲课内容相同的

幻灯及相关基础知识拓展的预习。 在教学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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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ＯＳＦ 课程内分泌系统教学效果评价及意见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ＳＦ ｃｏｕｒｓｅ（％）

评价指标 好 一般 不好 不确定

教学总体满意度 ８０ ０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基础部分授课效果 ７５ ０ ２０ ０ ５ ０ ０ ０

临床部分授课效果 ８０ ０ １５ ０ ５ ０ ０ ０

课前预习安排效果 ５５ ０ ３２ ５ ５ ０ ７ ５

课件制作质量评价 ８２ ５ １７ ５ ０ ０ ０ ０

授课教师内容侧重与衔接评价 ４７ ５ ３２ ５ ２０ ０ ０ ０

学生意见

课程中应加强的部分 加强基础部分（４５ ０） 加强临床部分（７ ５） 目前比例合适（４２ ５） 不确定（５ ０）

课前预习应加强的部分 与讲课内容相同的幻

灯（２５ ０）
为讲课内容进行铺垫

的相关基础知识拓展

的预习（１７ ５）

前两项都需要（４５ ０） 不确定（１２ ５）

更愿意接受的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３２ ５） 基于问题的学习方式

（ＰＢＬ）（１２ ５）
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

（ＣＢＬ）（０ ０）
多种教学方式的结合

（５５ ０）

安排病例讨论的必要性 有必要（７５ ０） 没必要（７ ５） 不确定（１７ ５）

安排疑难病 ＭＤＴ 会诊见习的必要性 有必要（８２ ５） 没必要（５ ０） 不确定（１２ ５）

增加与专业知识相关人文内容必要性 有必要（５５ ０） 没必要（２０ ０） 不确定（２５ ０）

ＭＤＴ ｍｕ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 ＰＢ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ＢＬ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５５ ０％的学生更愿意接受多种教学方式的组合

教学。 ７５ ０％～８２ ５％的学生对目前在教学中安排

病例讨论和疑难病 ＭＤＴ 会诊见习是认可的。
５５ ０％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与专业内容相关的人

文内容。
由此可见，目前大部分学生对教学效果总体上是

满意的，但是应加强对相关基础知识的预习与讲解，还

应加强各部分授课内容的衔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总之，北京协和医学院 ４＋４ 试点班 ＯＳＦ 课程的

教学在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流程、教
学方法等方面，与以前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有很大

的不同，对于教师和同学来说都是一个新鲜事物，由
于实施时间尚短，需要在此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摸

索、反馈、总结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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