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学生进行自我学习,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规
避其缺点同时取二者之长。

本研究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

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但

不影响学生的理论成绩和技能成绩,能明显提高医学

生的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和分析解决能力。 综上所

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打破师生授课与学习

的限制,使知识传播更灵活高效,但是需要摸索新的

监督约束体制促进学习效率与效果,值得在妇产科教

学领域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春妤, 王妍, 梁华茂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学生妇产科临床见习现状调查 [ J] .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9,

39(3) : 189 - 192

2　 宋阳, 宫琳琳, 胡军, 等 .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胚胎学教学中

的应用 [ J] . 中 国 组 织 化 学 与 细 胞 化 学 杂 志, 2020, 29 ( 2 ) :

188 - 192

3　 梁茂, 刘秀杰, 王秋生, 等 .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有机化

学》的应用[ J] . 山东化工, 2020, 49(13) : 192 - 193

4　 伍丽霞, 肇丽杰, 戴庆新 . 微信平台辅助病案分组讨论教学法在

临床妇产科带教中的应用[ J] . 中国病案, 2018, 19(5) : 88 - 91

5　 贾姝, 姚晓敏 .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在临床药学课程中的探索与应

用[ J] . 产 学 研 理 论 与 实 践, 科 技 经 济 导 刊, 2019, 27 ( 21 ) :

132 - 133

6　 郭留城, 杜利月, 王文宝, 等 . 有关 PIVAS 实务课程设计与实施

的思考[ J] . 卫生职业教育, 2015, 33(5) : 132 - 133

7　 李雅琼, 余一鸣 . 基于“互联网 + ”临床技能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探讨 [ J] .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电子刊, 2018,

(6) : 736

8 　 丁鑫, 钱占红, 任存霞, 等 .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及形成性评价

在中医临床经典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J] .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育, 2020, 18(15) : 25 - 26

9　 郑声星, 梅虹霞, 倪育飞, 等 . 临床麻醉学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 J] . 高校医学教学研究: 电子版, 2020,

10(4) : 36 - 38

(收稿日期: 2021 - 12 - 07)

(修回日期: 2022 - 03 - 23)

　 　 基 金 项 目: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82100653) ;北京市属医院科研培育计划项目(PX2021065)
作者单位:10006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

二科

通信作者:徐斌,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子信箱: xu-
bin1016@ ccmu. edu. cn

新发感染病的教学现状和教学方式探索

魏琳琳 　 赵 　 娟 　 高 　 文 　 徐 　 斌

摘 　 要 　 新发感染病(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存在地域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

点。 目前新发感染病的教学内容存在缺陷,授课教师实践经验不足,传统教学方式不能应对新发感染病的教学需求。 因此,亟需

进一步改进 EID 课程的教学方式,改善 EID 学科的教学效果。 本研究对 EID 的流行病学特征和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探索归纳了

新的教学方式在 EID 教学中的优势,以期为 EID 的教学改进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新发感染病 　 教学现状 　 教学方式 　 探索

中图分类号 　 R5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969 / j. issn. 1673-548X. 2022. 08. 04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发感染病 ( emer-
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是新种或新型病原微生

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以及近年来导致地区性或国际

性公共卫生问题的感染性疾病 [1] 。 近年来严重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埃博拉出血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
us disease 2019, COVID - 19,简称新冠肺炎)等新发

感染病的出现,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方式。
新发感染病的流行特征和防治方法正处于探索阶段,
教材的编写相对滞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医

学生在校园及医院的常规学习,这些给新发感染病的

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改进新发感染病的

教学方式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2] 。
一、新发感染病流行病学特点及教学现状

1. 新发感染病流行病学特点:新发感染病目前分

为新发现的感染性疾病、再发感染性疾病和多重耐药

菌 3 类 [3] 。 新发感染病具有以下流行病学特点:(1)
病原体种类复杂,病毒及细菌为主要病原体,还有真

菌、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及寄生虫等。 (2)人兽

共患性,宿主种类多样,分布广泛。 新发感染病可源

·381·

　 　 医学研究杂志 　 2022 年 8 月 　 第 51 卷 　 第 8 期 ·医学教育·　



自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家畜、家禽和宠物,还可源自野

生动物。 有资料表明,60. 3% 的新发感染病为人兽共

患病,其中 71. 8% 源自野生动物。 (3)人群对新发感

染病缺乏免疫力,普遍易感,因此其传播速度快,流行

范围广。 COVID - 19、人禽流感及甲型 (HIN1)流感

均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全球大流行。 (4)传播途径

多样,传染性较强,给防治带来极大难度。 (5)新发

感染病的发生、流行受到了社会因素、人类行为的严

重影响。 (6)不确定性,人类无法预测会在何时、何
地发生何种新发感染病,且对新发感染病的病原体、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与传播规律认识不足。 因此在对

EID 的诊断、治疗及预防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

定性 [4 ~ 6] 。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15 年召集全球多个

领域的专家,共同研讨启动了一项全球性战略行动计

划,定期公布一份“蓝图”优先级疾病列表,包括了一

种名为“X 疾病”的新选项,警示人类这些疾病有可

能引发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尽快开展针对这

些疾病的检测、药物和疫苗等方面的研发活动。 这些

新发感染病的出现为全人类敲响了警钟,需要引起医

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与反思 [7,8] 。
2. 新发感染病的教学现状:(1)新发感染病教学

内容缺陷:新发感染病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感染性疾

病,其发病机制、治疗和预防尚未完全确定,人类对于

新发感染病的全面认识尚需要一定时间。 医务人员

对于新发感染病的认知和学习来源于相关医学杂志、
网站和新闻媒体资料,很多新发感染病尚未编入教

材。 教师授课多参照当地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临

时诊疗方案,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比如目

前仍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务人员对于该病

的治疗和预防仍在观察研究当中,直接影响了授课内

容。 (2)授课教师实践经验不足:授课教师自身对于

新发感染病缺乏实践经验。 病原体不断出现新的变

异毒株以及一些新发感染病的地域限制、高病死率和

强传染性,导致很多授课教师不能亲身实践这些疾病

的临床诊治,自身实战经验匮乏,有可能导致新发感

染病的授课内容缺乏专业性。 此外,因为缺乏实践经

验,有些教师经常照本宣科、纸上谈兵,古板的授课方

式缺乏吸引力,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新

冠肺炎疫情对教学的影响:疫情发生以来,高校常规

教学模式被打破。 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校园内授课

时常由网络授课取而代之,见习、实习更是受到了严

重影响。 医学生不能在医院见到真实病例,缺乏实际

问诊、查体的临床培训,直接影响了医学生临床实践

经验的积累和总结。
二、新发感染病教学改进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包括医学类院校在内的高

校教学模式都受到了较大影响。 针对目前新冠肺炎

疫情的常态化防控,亟需加强对授课教师的综合能力

培养,并全面优化和改进新发感染病的教学方式。
1. 加强对授课教师的综合培养:新发感染病的授

课教师需要对授课内容非常熟悉,教研组应该加强授

课教师的综合能力培养。 首先,教研组可以邀请有经

验的授课教师进行岗前培训,组织共同备课,充分开

展讨论。 其次,授课前,教研组应对授课教师进行教

学能力考核,保障教师的教学水平。 同时,还可以鼓

励教师申报教学改革项目,组织教师进行相关专业授

课竞赛等。 教师个人方面,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

养,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坚持不懈,不断学习,以提高

自身的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能力。 新发感染病的教

学活动,应发挥教师品德榜样及学术引导作用,通过

讲解防治策略减少医学生对新发感染病的恐惧,通过

介绍医学前辈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激发医学生对

医学事业的热爱之情。
2. 改进教学方式

(1)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近年来,以问题为基

础的教学(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和以案例为

基础的教学( case based learning, CBL),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联合教学方法,例如“以文献为导向的自我学

习( reference - induced self education, RISE)”教学方

法,都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可以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9] 。
PBL、CBL 和 RISE 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有很

多优点。 首先,上述教学模式便于学生主动自学,搜
集学习资料时间相对充分。 在线上教学的讨论环节,
学生可以用 PPT 形式展现自己整理归纳的知识点,
使得讨论更加条理清晰,也便于其他学生观看学习。
而线下开展 PBL 和 CBL 学习,学生在讨论环节互动

更多,讨论更加充分透彻。 其次,PBL 以问题为基础,
CBL 以病例为基础,RISE 以文献为导向,使得学生主

动参与教学全程,极大地调动了学习积极性 [10,11] 。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

PBL、CBL 和 RISE 的教学优点,适合医学院校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形式下开展。
(2)开放式网络课程教学: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下发了 《关于较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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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管理的意见》,鼓励网络教学课程在高校内推

广 [12] 。 慕课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 作

为常用的大型开放式网络教学课程,为更多学生提供

了系统学习的可能 [13] 。 新发感染病的时间性、地域

性分布给教学带来了较大局限性。 此外,某些传染性

强、危害性大的新发感染病,不适合医学生实践学习。
因此,开放式网络教学方式的慕课,已经在很多医学

院校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 首先,慕课整合了多种

社交网络工具和多种形式的数字化资源,将典型新发

感染病病例制作成动画、视频、PPT,为医学生提供多

元化的学习工具和丰富的课程资源,有助于学生形象

直观地掌握学习重点。 此外,慕课的教学方式突破了

传统课程时间、空间的限制,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时,医
学生在家里依托互联网即可学到丰富的专业知识。
此外,慕课受众面广,突破传统课程人数限制,能够满

足大规模课程学习者学习,且具有较高的课程参与自

主性,为新发感染病提供了便捷的多元化学习路

径 [14,15] 。
(3)“互联网 + 虚拟仿真”教学: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互联网 + ”已成为当下的热门领域,虚拟

仿真教学是通过信息化技术建设出能弥补难以实际

完成的教学,其主要信息载体是操作软件,而不仅以

视频、图像为主 [16] 。 由于医学伦理因素、安全因素、
环境因素,致使医学生学习新发感染病时,达不到面

面俱到和亲身体验的效果,例如 SARS、埃博拉出血热

等高传染致命性新发感染病,以及特殊情况下的临床

急救处置见习,均需要开展信息化替代途径来辅助完

成教学任务。 上述临床专业课程,应用“互联网 + 虚

拟仿真”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通过视频、仿真人等

进行实践练习,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果。 因此,“互

联网 + 虚拟仿真”的教学方式是新发感染病课程需

要进一步研发的新型教学手段。 但是,临床实践经验

是医务人员最重要的基本素质,虚拟仿真的教学方式

仍然不能完全替代医学生在临床实地的实践学习和练

习。 如何更好地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专业技能,
也是医学高等教育一直坚持和研究的重点问题[17] 。

(4) 数据化智能化信息支持教学:21 世纪的信

息技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无线化为中心,雨课堂这

种新型智慧教学模式应运而生,旨在为所有教学过程

提供数据化、智能化的信息支持 [18] 。 由于医学生对

新发感染病这门课程的学习普遍缺乏重视,也缺少兴

趣,因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前充分预习,加强课

堂上的师生互动和课后的归纳总结,是新发感染病的

教学法宝。 雨课堂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了

PPT 和微信,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了沟通桥

梁,充分增加了课堂互动。 课前教师通过雨课堂平台

发布预习任务,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的课

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 雨课堂的授课过程中,学生如果有不懂的知识

点,可以通过标记或弹幕提醒教师,教师也可以通过

点名或提问的方式与学生加强沟通。 传统的传染病

教学课堂缺乏师生互动,而雨课堂的实时答题、弹幕

互动为传统课程的缺陷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 课后,
教师通过雨课堂中的教学数据分析教学效果,改进以

后的教学过程。 雨课堂科学地覆盖了课前 - 课上 -
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为师生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

支持,是优化新发感染病教学方式的有效手段 [19] 。
三、展 　 　 望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传统教学方

法已不能满足新发感染病课程的教学。 本研究总结

了新发感染病学科的教学现状,归纳了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方式、慕课、“互联网 + 虚拟仿真”教学、雨课

堂等新的教学方式在当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段呈现

的教学优势,为新发感染病的教学改进提供了新的思

路。 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新发感染病的教学方式,
是医学院校教师的重要课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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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 - 3,导致细胞凋亡 [17] 。 Lu 等 [18] 研究发现,
As2O3 可导致脑神经瘤细胞 ( neuro - 2a) 发生凋亡,
使 ERS 相关分子(GRP78、XBP - 1 和 CHOP) 蛋白以

及基因水平的表达上调;有研究发现,NaAsO2 作用于

SH - SY5Y 细胞时可使细胞 GRP78、CHOP 等蛋白的

表达水平上调 [19,20] 。 本研究同样发现,NaAsO2 可使

NE - 4C 细胞内 GRP78、caspase - 12、CHOP 蛋白表达

水平上调,意味着 NaAsO2 可引起NE - 4C 细胞内质

网应激。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发现 NE - 4C 细 胞 对

NaAsO2 较为敏感,较低浓度就可抑制细胞增殖迁移,
诱导细胞凋亡,上述实验结果表明细胞凋亡可能是由

于 ROS 水平增高引起细胞内质网应激诱导的,但内

质网应激诱导细胞凋亡的信号机制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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