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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病理生理学核心课程中应用文献报告会教学法的效果研究①

余想远ａｂ②，李志华ａ③

（桂林医学院 ａ．基础医学院，ｂ．研究生工作部，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为适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要求，桂林医学院对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课程进行了新的探

索和重构。 本文以基础医学病理生理学专业研究生高级病理生理学课程为例，从核心课程建设目

标、课程设计及课程改革实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根据其课程特色引入文献报告会教学法，与传统教

学方法整合，以期强化研究生课程实施改革，提高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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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的普及化，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数逐

年增加，数量不断增加的基础上需要思考如何实现

质的飞跃［１－２］。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要全力提升高等

教育的根本质量。 研究生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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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尖，课程学习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尤

其是对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硕士研究生至关重要。

目前，如何持续推进研究生课程高水平建设，进而提

高研究生质量，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热

点。

高级病理生理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在病

理生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中占据重要地

位。 要想让学生融会贯通，必须让其学好病理生理

学和生理学等先导课程。 通过调研走访发现，大部

分高校都以传统授课模式为主，最终的教学效果和

课程预期目标相去甚远。 文献报告会教学法是以学

生为主导的课堂讨论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学

方法，鼓励学生积极独立地探索学科前沿问题，强化

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

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研究团队吸取中西方教育教

学经验，将文献报告会教学法应用于高级病理生理

学理论教学中，从明确核心课程的建设目标、内容框

架及课程大纲等进行介绍与分析，将教学法应用于

课堂教学，以期强化研究生课程改革，提高研究生的

学术创新能力。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入学的病理生理学专业学

术型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其中，２０１９ 年入学的研

究生为实验组，采用文献报告会教学法；２０１８ 年入学

的研究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实验组 １９

名，男 ８ 名，女 １１ 名，年龄 ２２ ～ ３２ 岁；对照组１５ 名，

男 ６ 名，女 ９ 名，年龄 ２２～３１ 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实验组和对

照组均选用李桂源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病

理生理学》（第 ２ 版，供 ８ 年制及 ７ 年制临床医学等

专业用）为授课教材。 实验组文献报告会模块汇报

要求：①模块汇报选题与每次授课内容相关；②文献

应与汇报内容密切相关，且为最新文献或经典文献；

③汇报 ＰＰＴ 必须按照课前要求标准制作。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授课方法　 高级病理生理学课程共 ３６ 学时，

分为 １２ 次完成，１ 次 ／周，３ 学时 ／次，均为理论课。

选取与新冠肺炎患者相关性最大的缺氧、呼吸功能

不全章节 ２ 次课采用文献报告会教学法进行教学，

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认识，

以期实现以学育德，德才并进。 线下授课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部分为教师教授专业知识，时长 ２ 学时；

第二部分为研究生汇报与本次授课内容相关的外文

文献，时长 １ 学时。

文献报告会教学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 ３

个阶段。 课前：上课前 ２ 周教师组织学生在线布置

线下上课的要求介绍授课方式，提醒文献汇报者将

通过课中雨课堂随机点名确定，各组（５ 人 ／组）提前

找到符合要求的英文文献，提前 １ 周发至学习群并

认真阅读学习群内所有的文献。 课中：首先，教师以

传统教学法完成讲授。 然后，通过雨课堂点名选定

同学进行文献汇报，汇报结束后，教师和其他同学向

汇报学生进行提问，汇报学生逐一解答。 最后，教师

对本次文献汇报进行整体点评，点评汇报学生值得

大家学习的地方，指出需要完善的方面，并补充解答

疑难点问题。 课后：教师可通过学习群、雨课堂、面

对面座谈等线上线下交流方式就相关问题为学生答

疑。 最后，教师针对教学设计进行反思，撰写工作记

录。

１．２．２　 评价方法　 （１）满意度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式对文献报告会教学法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问

卷调查在课程考试结束后随堂进行，将调查问卷发

放给学生，问卷内容包括喜欢文献报告会教学与评

价体系、提高研究生批判式阅读技巧、对研究生课题

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有帮助等 １０ 个项目。 调查问

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共发放 １９ 份，回收 １９ 份，回收

率为 １００%。 （２）成绩测评分析：期末考试试卷从本

团队设计的开放式实验设计问答题题库随机抽取 ５

道，由团队老师流水线作业改卷，统计分析两组的期

末成绩。 （３）学术综合能力评估：学术综合能力是指

研究生在科学研究、论文发表等方面具备的能力。

本研究分析研究生在读三年期间的科研能力发展程

度，如文献汇报能力、实验技能大赛、优秀论文评比

等的情况。 具体评分方法如下。 ①学术论文：ＳＣＩ ／

ＳＳＣＩ 收录论文 ＩＦ×１５，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８ 分，非

ＳＣＩ 全英文、非核心期刊论文 ３ 分。 ②科研立项：国

·７９１·



第 ４ 期 华　 夏　 医　 学 第 ３６ 卷

家级每项 １１ 分，省部级每项 ８ 分，厅局级每项 ５ 分；

仅对“科研项目”课题主持人计分。 ③科研获奖：国

家级一等奖、二等奖前 ５ 名，三等奖前 ３ 名每项

１０ 分；省部级一等奖、二等奖前 ５ 名，三等奖前 ３ 名

每项 ７ 分；地厅局级一等奖、二等奖前 ５ 名，三等奖

前 ３ 名每项 ５ 分；校级一等奖、二等奖前 ３ 名，三等

奖前 ２ 名每项 ３ 分。 ④专利授权：个人排名第一按

１００%计分，排名第二按 ５０%计分，排名第三按 ２５%

计分，其余排名均按 １０%计分。 ⑤学术会议：在学术

会议大会上报告，国际级 １２ 分，国家级 ８ 分，省部级

５ 分；分会报告按大会报告同级别的 ５０%计算。 大

会壁报展示，国际级 ６ 分，国家级 ４ 分，省级 ２ 分。

分会壁报展示，国际级 ４ 分，国家级 ２ 分，省级 １ 分。

壁报展示只计排名第一，并要求有摘要和目录。

⑥著作和教材：只计排名第一的专业著作和教材，国

际级 １２ 分，国家级 ８ 分，省部级 ５ 分。 ⑦综述、Ｍｅｔａ

分析、病例报道等得分为同级别学术论文的 ３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问卷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 应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以（�ｘ± 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问卷调查结果

课程教学内容全部结束后对实验组进行调查问

卷，调查内容涉及学生对文献报告会教学的满意度、

提高文献查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师生交流情况等

１０ 个方面。 调查结果表明，各个方面的满意度（完

全同意＋基本同意）均达 ８０%以上，见表 １。

表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教学问卷调查结果（ｎ，%）

调查内容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喜欢文献报告会教学 １５（７８．９５） ４（２１．０５） ０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提

高查阅文献的能力
１６（８４．２１） ３（１５．７９） ０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增

强学术批判性思维
１４（７３．６８） ３（１５．７９） ２（１０．５３）

续表

调查内容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够

养成规律的阅读习惯
１３（６８．４２） ４（２１．０５） ２（１０．５３）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够

增强英文阅读能力
１４（７３．６８） ３（１５．７９） ２（１０．５３）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够

增强科研创新能力
１２（６３．１６） ６（３１．５８） １（５．２６）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够

促进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的能力

１４（７３．６８） ４（２１．０５） １（５．２６）

文献报告会教学使课

堂气氛更加活跃
１５（７８．９５） ４（２１．０５） ０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够

提高所学知识的应用

能力

１３（６８．４２） ３（１５．７９） ３（１５．７９）

文献报告会教学能够

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１４（７３．６８） ５（２６．３２） ０

２．２　 期末考试成绩

研究生专业课一年级秋季学期期末结课平均成

绩比较，实验组（８５．７４±５．７６）比对照组（７８．８±７．１７）

高 ６． １７ 分，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期末分数比较（�ｘ±ｓ）

组别 ｎ 期末成绩 ｔ Ｐ

实验组 １９ ８５．７４±５．７６

对照组 １５ ７８．８±７．１７
１．７０ ＜０．０５

２．３　 学术综合能力

两组学术综合能力测评结果，学术综合能力平

均分实验组（１１．０３ 分）比对照组（６．２４ 分）高；学术

综合 能 力 最 大 值 实 验 组 （ ７７． ６９ ） 高 于 对 照 组

（４１．６１）；以第一作者发 ＳＣＩ 文章数量实验组（３ ／ １９）

高于对照组（１ ／ １５）；中文核心发表论文数量实验组

（２ ／ １９）高于对照组（０ ／ １５）；省级课题立项实验组

（３ ／ １９）高于对照组（０ ／ １５），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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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组学术综合能力比较

组别 ｎ 学术综合能力 Ｍａｘ ＳＣＩ 中文核心 省级项目

实验组 １９ １１．０３ ７７．６９ ３ ／ １９ ２ ／ １９ ３ ／ １９

对照组 １５ ６．２４ ４１．６１ １ ／ １５ ０ ／ １５ ０ ／ １５

３　 讨论
目前，桂林医学院病理生理学研究生课程体系

正日趋完善，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一是前沿课程、跨学科课程相对较少，导

致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已不再适合社会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二是当前的课程体系对于病理生理学研究

生的科研探索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缺乏实践指导意

义［３］。 这样的现状影响病理生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因此，亟待建立一门科学合理的核心课程。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４］，医
学研究生是未来医学领域研究的主力军。 研究生不

仅需要掌握大量已有的理论，同时也需要掌握正确

的科研思维方法，主动学习国内外最新理论和技术，

能够准确把握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研究的目标。 病

理生理学专业研究生应该加强学术创新能力、理论

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课程训练，即教师基于科

教融合进行高级病理生理学核心课程教学，进一步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５－６］。 研究生通过学习高

级病理生理学课程达到以下 ３ 个目标：①培养研究

生关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好习惯。 ②激发研究生

探索科研的热情，培养科学鉴赏力。 ③将研究生领

入科学世界，帮助研究生更好更快地确定科研选题。

人才培养要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７］。 研究

生要参与大量的科研工作，以期具备较高水平的科

学研究能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坚守学术道德，弘扬

科研诚信。 将道德修养贯穿于科学研究和课程教学

中，从根本上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高级病理

生理学作为病理生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理应

主动承担培养研究生创造性的科学思维的重任。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８］，复合型人才已然成为

促进社会发展的主力军［９］。 医学发展同样需要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这就需要在课程设置环

节设计一些高水平的核心课程。 科研思维培养是研

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高级病理生理学设置

为核心课程，期望通过此门课程的学习，培养研究生

理论整合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主要途

径。 目前，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分为专业型和学术

型两大类，虽然主责不同，但均需培养研究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和基本科研素养［１０］。 文献获取是提升科

研素养的重要环节，如何高效高质量地获取文献是

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 可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文献获取的问题。 威廉医生于 １８７５ 年在

麦吉尔大学首次建立正式的期刊联谊会，免费为没

有支付能力的读者发放医学期刊，这是文献报告会

的最早形式［１１］。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献报告

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在线文献报告会，即将传统

文献报告会与互联网相结合，跨越空间距离实现科

研工作者“面对面”在线讨论科学文献［１２］。 基于其

便利性，逐渐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喜爱。 本问卷

调查结果也表明，文献报告会教学满意度、提高文献

查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师生交流情况等方面的满

意度达到 ８０%以上，说明文献报告会教学经得住实

践考验，是比较受师生欢迎的一种教学法。 Ｂｏｕｎｄｓ

等［１３］研究结果表明，若将文献报告会以翻转课堂的

形式展现出来，参与者要提前掌握文章，如果没有网

络和视频资源支持，这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郭为

等［１４］在神经外科临床见习中应用 ＰＢＬ 教学结合文

献报告会教学方法，发现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激发学习兴趣，有助于取得良好的临床教学效果，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本研究发现，实验组期末考试

成绩优于对照组，这进一步证实将文献报告会应用

到病理生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中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科研实践能力。

在课程实施中发现将文献报告会教学用于研究

生科研思维培养存在以下 ３ 个主要问题：①课程教

学时间相对固定，实施较易，一旦进入科研实践环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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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定期文献报告可能会影响实验进展。 针对这个

问题，教师应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文献汇

报的频次。 ②现场 ＰＰＴ 汇报的模式要求学生对全文

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可能会固化学生的思维。 针

对这个问题，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

③部分同学 ＰＰＴ 制作质量较差，针对这个问题，教师

可要求学生提前 ３ 天将 ＰＰＴ 和文献发到学习群，通

过审核后再进行汇报。 众所周知，文献阅读是研究

生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本研究和宋文等［１５］ 研究结果

均表明，合理利用文献报告会的教学方法对于提升

研究生科研素养大有裨益。

４　 结语
文献报告会教学法有助于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

积极性，加速资源利用和整合，改变传统教学对学生

的影响，促进资源共享和团队协作。 虽然文献报告

会教学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

本实践研究证明这种教学模式结合传统教学，能够

提高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能够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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