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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在促进生物化

学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整个生命科学及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实验教学在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加强科学思维训练等

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培养动手能力、启发思维、培养创

新思维能力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和改革生物化学实验

教学，不断提高其教学质量，建立一种优良且能跟上学科发展

步伐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非常重要。本校将《生物化学实

验》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并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建

一个立体化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１　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树立立体化的教学思想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立体化

教学模式应运而生。立体化教学模式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为基石，相对于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出的，它是

以课程为单元，以能力培养为轴心，以教学资源为平台，动用所

有教学要素，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和网络化的教学模式［１］。

立体化实验教学是基于多种实验设计、多种教学方法与考

核方法组合而成的多层次、立体化的小系统工程［２］，是实验教

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改革传统单纯开展基础性实验教学的方

式，既开展基本操作技能训练的基础性实验，更重视知识综合

运用的综合性实验和培养创新能力的设计性实验。针对不同

实验内容，采取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改变

单一的实验成绩考核评价方式，采取多维度、多层面的量化综

合评分。进行不同层面的实验室建设，从技能培训、实验师资、

网络建设、硬件建设等方面进行建设与完善。经过一系列的改

革，创立了立体化的实验教学平台与教学模式。

２　立体化实验教学的贯彻实施

长期以来，大多数的实验教学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实验

前老师给学生准备好实验所需各种试剂与材料；上课时先讲解

实验原理、步骤、现象和结果、注意事项等；然后学生按要求去

操作与验证。所有学生均以此模式进行同样的实验，实验结束

提交同样的实验报告。

此种教学模式没有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兴趣爱好，不利

于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基于因材施教的原则，

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对此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依据立体

化实践教学的思想和不同的实验性质，建立多层次、以培养实

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立体化实验教学新模式。

２．１　以基础性实验培养基本操作技能　基础性实验主要体现

生化基本操作，内容相对简单，应放在第一阶段进行。主要目

的在于巩固与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学习并掌握生化基本实

验操作技能；培养现象观察、结果判断、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

为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的开设打好基础。开设生化实验

常识介绍作为第一个实验，让学生了解生化实验室规则及注意

事项。然后开设常规仪器操作技术等实验，如玻璃器皿的清洁

与使用，吸量管的使用校正，微量移液器的使用，酶的性质实

验等。

２．２　以综合性实验提高综合思维能力　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

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是学生经过一个阶段的基础性实

验学习后，在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基础上，运用某一门课程甚

至多门课程的知识对实验技能和方法进行综合训练的一种复

合型实验［３］。综合性实验要求较高，难度较大，耗时较长，具有

一定的综合性。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综合性思维能力。

如“血清尿素的测定”实验，涉及吸量管、微量移液器、分光

光度计等多种仪器的使用，还涉及朗伯比尔定律、标准曲线的

绘制等理论知识，综合性较强，通过该实验，可以系统的训练先

前学到多种操作技术。又如“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实验，可以

使学生掌握灌胶、上样、电泳、剥胶、染色、脱色等多种实验技

能。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验基础，

具备了一定研究性实验的知识和能力。

２．３　以设计性实验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设计性实验是一种

具有一定探索性的实验，它要求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

方案，进行实验验证，分析实验现象。要求难易程度适中，太难

则难以实施，太容易则达不到实验目的。其开设的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查阅资料、设计实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

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学习撰写科研

论文，为将来的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如将原来的验证性实验“影响酶促反应的因素”改为设计

性实验，学生自行设计温度、ｐＨ 等不同因素对酶促反应速率

的影响，有的灵活设计不同抑制剂、激活剂。此外，还开设了

“维生素Ｃ的定量测定”实验，将学生分成不同组别，每一组选

择一种实验材料，有的学生选取苹果、橙子、橘子、菠萝、猕猴桃

等水果；有的学生选取白菜、豆芽、辣椒、菠菜等蔬菜，实验结束

后要求学生对不同果蔬的维生素Ｃ浓度进行比较。通过这种

方法使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２．４　试行开放性实验，培养学生自主探索能力　由于设计性

实验难度较大，耗时较长，在有限的正常实验教学时数条件下

无法完成任务，将设计性实验与开放性实验结合起来可以解决

此矛盾，让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的时间内完成。学生可以利用晚

上或周末成块的时间来完成实验，也可自由组合成实验小组，

各小组自行设计实验方案、选择最优的实验方法，分工合作自

行配制试剂，在实验室指定的开放时间里自主安排完成实验。

甚至可以不按照教师指定的实验项目，自己查阅资料，完全自

行设计实验。也有的学生根据教师的科研项目来设计实验，或

是利用教师的科研项目进行实验性研究。教师则依据实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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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创新性、实验方案的科学性、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实验成

本、学生参与度、团队合作、数据分析和处理等方面对学生实验

成绩给出综合评价。

开放性实验教学充分利用现有的实验室资源、教师资源，

采用“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实验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创新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合作精

神，为学生将来的独立工作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促

进了实验教师队伍的自身发展［４］。

３　基于网络平台的立体化实验教学

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教学手段单一，常常只能通过黑板

进行实验内容的板书，这无法简单明了地展示出生物化学的反

应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再现性，不能再现实验技术的规范

操作，课程结束后学生不便于复习，因此导致实验操作规范性

较差，影响教学质量。利用网络在线教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络在线教学是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各种流媒体

资源集为一体，融于网络，使教学过程更为形象、生动、直观。

为充分开展实验网络教学，竭力打造网上优质生化实验教

学资源，创建了生物化学教学网站，构建基于网络平台，全开放

的、创新性的、立体化的实验教学新模式。实验教学是生物化

学教学网站的一个重要模块，实验教学模块可分为实验教学计

划、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实验指导、实验课件、实验操作指南等

内容，此外，还将生物化学常见仪器的使用方法录制成视频上

网。学生在课后随时可以上网学习，还开通了网上答疑，教师

定期解答学生存在的疑问。在网络上每一位学生可以相互讨

论、畅所欲言，尤其是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发

表自己的看法，吸纳更多的知识，从而加深其对生物化学课程

的理解与认识，提高了整体教学效果。

此外，利用世纪大学城网络空间教学，将实验教学资源上

传到教师个人空间，学生随时可以查阅相关资源，与老师进行

在线沟通交流。通过这些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实验仪器的规

范操作、使实验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合理地对实验现象进行

分析等，课后也能够对实验内容与操作进行复习，明显提高教

学效果。

为了提高教学资源的原创性，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组织

教研室教师自己制作生化实验仿真（视频动画）教学软件与课

件，课件可按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仪器介绍、实验方法、数据结

果分析、观察与思考等几部分进行设计。

教师还联合学校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开发制作了ＰＣＲ操

作技术软件，软件分为基本介绍、操作示教、模拟演练、动手操

作等模块，学生利用此软件可以很好的学会ＰＣＲ操作技术。

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课堂教学与课外辅导、现实课堂与虚拟课

堂的有机结合，明显地提高了实验教学质量。

４　立体化的实验考核方法

实验考核是实验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检查教学质量的重

要依据，也是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

为评价教学效果的依据［５］。通过考核可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学

生的实验操作水平，激发学习的动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与主

动性。

为更好地考察学生的真实水平，对实验考核方式进行改

革，以立体化、多维度的考核方法取代传统的以实验报告为依

据的成绩评定方式，考核内容不再局限于实验基本理论，而是

贯穿于资料查找、实验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等实验的全过

程，采取了面对面操作考试方法，并进行客观量化。量化考核

项目为考勤（１０分）、资料查找和预习（１０分）、回答问题（１０

分）、实验报告（２０分），占总分的５０％，主要依靠实验教师平时

的细致工作；期末操作考核包括（５０分），占总分的５０％，也全

部进行量化与细化。

立体化的实验考核方法能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能

引起学生实验教学的足够重视，有利于培养动手能力，进一步

创新性思维能力。是高等教育立体化、多层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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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基础是医学检验专业一门重要的主干学科，涵盖

体液、血液等常规检验及其形态学的基础检验，包含手工与自

动化操作技能。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是“系科合

一”统一管理的模式，培养学生能学以致用、掌握扎实的理论知

识、初步具备临床工作能力是教学宗旨，每年接收来自全省各

医学院校实习生，多年的实习带教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

随着检验医学的迅速发展，仪器自动化程度提高［１３］，实验室认

可工作的推行［４］，新的理念的涌入，实习带教中存在如若干问

题，鉴于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新的实习带教管理模式，

即“ＧＣＳＰＣ”模式（即Ｇｒｏｕｐ小组为单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ｙ（下转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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