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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球菌是常见致病菌。学生可以结合病例具体的情况，通过展

开相关实验，将患者的临床指征、病因、病理变化、发病机制等

与病学生物学的形态学、致病性等理论知识联系起来。再如，

幽门螺杆菌感染可引起食管炎、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

但大多数消化系统存在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并不会患溃疡，在教

学过程中，可以根据病患情况进行不同的检测，包括血液抗体

检查，尿素呼吸检查、粪便抗原检查、胃活检。在实验课程中，

让学生完成类似医院诊疗过程，培养其临床思维与创新能力，

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实际进行中，教师引入的临床病例及问

题要具有系统化，与实验课程关联性强，重点对学生进行“四位

一体”训练，针对学生实践中的不当操作进行刻意练习，最终达

到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训练目的。

病原生物学实验的教学任务不仅局限于革兰染色、生化反

应、认识细菌等，更应让学生通过基本实验建立对疾病的全面

认识，掌握与临床相关性的关键知识，帮助医学生更好地实现

作为“四位一体”医生执行者的角色转换，为未来正确接诊和预

防疾病奠定坚实基础¨o。

2．4应用虚拟仿真及3D打印技术，进行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

法虚拟仿真实验这一概念，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william

Wolf教授在1989年提出。以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为基础，将虚

拟现实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多维度交互，使学生在集

图像、文字、声音、视频和3D动画为一体的虚拟现实世界完成

自主学习u⋯。通过虚拟仿真系统，可以构建高度仿真的实验

环境，实验课程不受时间、空间、设备等限制，学生可以提前利

用碎片化时间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课程预习。在保留经典验

证性实验项目的前提下，引用虚拟病人为案例，增加与时俱进

的设计性实验，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临床思维能力。例如学

生通过提前预习虚拟仿真系统，对镜头与玻片之间的观察距离

有了大致概念，实际操作时，既可以提高调焦的速度和准确性，

又可以避免物镜与标本片碰撞，污染、损坏镜头和标本，避免发

生错误‘1“。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3D打印(three dimen—

sion printing)技术因其个性化、精准化、远程化等特点，被广泛

用于医学的临床及教学领域u“。3D打印技术能够利用计算机

辅助设计、数控技术、三维CT技术等快速成型技术，将数据立

体化建模，并运用可黏合材料逐层融合叠加，最终打印出三维

实物模型u⋯。将3D打印技术引入实验室教学中，可以有效增

强学生实践技能和探索能力，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在病原生

物学实验的课堂中，结合教学内容利用个性化3D打印模型可

以直观的展现抽象的形态变化，对比平面教学更加形象生动。

当前，基于创新能力培养模式(science technoI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sTEM)在高校教学中的逐步实施，3D打印技术

成为sTEM培养模式的重要工具u“。3D打印能够将学生的

虚拟设计实物化，从而激发医学生的创新热情及科学探索能

力。

3讨论

对教学法的研究是永恒的话题，在不同的教学条件和环境

下，针对不同授课内容和不同的学生，灵活选用适合的教学法、

综合运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学、主动学，

进行学法的传授，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口⋯。多种教学法在病

原生物学教学改革中的综合应用，对提高医学学生专业素质水

平，改善实践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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