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 3969 / j． issn． 1000-484X． 2020． 19． 007

医学免疫学在线小班分组讨论课的教学方法及实施①

刘瑞敏 王志增 张海龙 白慧玲 ( 河南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免疫学教研室，开封 475000)

中图分类号 R392. 9 G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84X( 2020) 19-2327-04

①本文为河南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HDXJJG2019-51 ) 和河

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019SJGLX 207) 。

作者简介: 刘瑞敏，女，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肿瘤免

疫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及指导教师: 白慧玲，女，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免疫调节疾病的研究以及教学管理工作，

E-mail: 445950688@ qq. com。

［摘 要］ 小班分组讨论课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提升学习高阶性和挑战性的有效方

式。在新冠病毒疫情形势下，用互联网或移动终端进行在线小班分组讨论课成为大学生教育的必然趋势。本教研室将教师

的网络直播课程和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结合起来，易于被学生接受，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满足现代医学教育的要求。小班

分组讨论课是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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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thod and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course in Medical Immunology

LIU Rui-Min，WANG Zhi-Zeng，ZHANG Hai-Long，BAI Hui-Ling.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course is problem-based and student-centered，which is an effective way to guide

students to learn autonomousl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level and challenge. Under the situ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situa-

tion，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conduct online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with Internet or mobile terminal.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combines the teacher's live network course and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class teaching，which is easy

to be accepted by students，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medical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and ap-

plied as a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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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法以问题为基础，以学

生为中心，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和课堂讨论来掌握教学内容，是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和 提 升 学 习 高 阶 性 和 挑 战 性 的 有 效 方

式。在新冠病毒疫情形势下，用互联网或移动终

端进行在线 小 班 分 组 讨 论 课 教 学 成 为 大 学 生 教

育的必然 趋 势［1］。其 特 点 是 利 用 网 络 平 台 课 前

准备、课堂互动释疑、课后总结，从而实现知识内

化的最大化［2］。本教研室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

将教师的网 络 直 播 课 程 和 小 班 分 组 讨 论 课 教 学

结合起来，将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转

变为以解决问题、探究式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

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 教学对象和方法

1. 1 教学对象 选取河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8 级

的 10 个班级，每次讨论课每个班级的学生随机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约 6 人，提前选出主席及秘书，

主席主持讨论过程，秘书负责问题归纳整理。要求

每个学生都要积极参与资料的查阅和自主学习，每

个小组由教师随机选择学生参与小班分组讨论课的

课堂讨论。
1. 2 课前准备 本学期准备进行 4 次小班分组讨

论课，每次 2 个课时。本教研室在网络直播课进行

1 个段落时，根据雨课堂检测成绩，微信群学生的学

习需求，在钉钉上召开教研室讨论会，设计富有启发

性的开放性讨论题目。每次课包括 3 ～ 6 个题目，是

前一段免疫学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实际应用，并增加

新冠肺炎的免疫学相关讨论题目，帮助学生整合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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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学知识，提高实际应用能力。提前 1 周发给学生

需要讨论的问题并要求学生针对问题查资料并开展

小组讨论，涉及临床病例讨论的题目，教师引导学生

领会循证医学的精髓，即患者的临床表现、免疫学诊

断和治疗都是围绕免疫学病因展开的，倡导学生课

后通过查阅专业学术书籍或文献获得所提问题的答

案，鼓励学生通过 PPT、微课等多种方式在课堂进行

展示。
1. 3 课堂讨论及考核评价 利用钉钉会议进行

小班分组讨论课，因为钉钉会议和微信相比，网

络更为流畅，还可以通过连麦和学生进行面对面

的沟通，增加学生的现场感。讨论的过程中以学

生为中心进行讨论，带教老师仅适时适度引导。
6 个小组随机抽取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每组随机

抽取 1 名同学回答问题，另外可有 2 名同学进行

补充回答，该组完成后，其他组的同学可进行非

重复性补充，在补充的同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见

解，进行探 讨，每 道 题 限 时 15 min。第 1 组 问 题

结束后，第 2 组 随 机 抽 取 学 生 回 答 问 题，准 备 和

进行方式与上述相同，余此类推。在整个讨论过

程中，教师只进行课堂的组织并适当引导和鼓励

学生参与讨论，及时纠偏，记录参与讨论同学的

讨论内容和成绩。讨论结束后，教师再对讨论的

题目进行简短的点评。
1. 4 过程性评价及课后问卷调查 在小班分组讨

论课结束后，教师对各小组学生的准备及表现进行

评价，并考核计分，对于回答问题积极的同学给予适

当的加分，收集每个小组的总结，及时将讨论成绩公

布在微信群。通过雨课堂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

解学生对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的感受以及教学的

效果等情况，请学生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在进行下

一次小班分组讨论课时进行相应的改进。

2 结果

2. 1 课堂表现 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的讨论课堂

是学生的主场，刚开始讨论的时候，学生还比较拘

谨，经过教师的鼓励和引导，大多数学生都能够针对

问题，积极阐述自己的观点。一个问题经过多个学

生的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讨论变得丰满，促进了

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提高了主动思考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参与讨论的学生占比 90% 以上，到

下课时还有同学要求增加讨论时间。
2. 2 学生对在线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认可程度调

查 结果见表 1。学生中认为很有收获和比较喜欢

的占 85. 7%，觉得对学习帮助不大和更喜欢教师课

堂教学的占 13. 7%。因此大多数学生对在线小班

分组讨论课还是认可的。
2. 3 学生对 2 次小班分组讨论课题目兴趣度调

查 结果见表 2、3。学生更喜欢临床病例和实际应

用的病例，如细胞因子的应用占 23. 5%，病例 1 占

18. 8%，乙肝疫苗的相关问题占 25. 6%，新冠肺炎

治疗中应用的免疫学治疗方法占 24%。

表 1 学生对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效果认同度的调查结果

Tab． 1 Survey result of recognition degree for effectiveness
of small class group disscusion

序号 调查项目 百分比( % )

1 很有收获，对免疫学知识理解更透彻 30. 8

2 还可以，比较喜欢，扩大了知识面 54. 9

3 一般，对学习帮助不大 10. 3

4 不喜欢这种方式，更喜欢课堂教学形式 3. 4

5 其他 0. 6

表 2 学生对第一次小班分组讨论课题目兴趣度调查

Tab． 2 Students' interest in first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序号 调查项目 百分比( % )

1 介绍至少 2 种不同种类的抗原，并简单说明这些抗原的特点和实际应用 10. 9

2
根据你对单克隆抗体的了解，你认为都可以通过哪些手段对单克隆抗体进行改造，避免或者降低单克隆抗体应用过程中的

不利影响
14. 9

3
请举至少 2 个例子，说明细胞因子在病毒感染性疾病、肿瘤、器官移植、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治疗中的应用及作用原理，举例

时请具体到已经上市的某种药物
23. 5

4 举 1 个与补体相关的疾病，简述这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治疗策略 16. 6

5 病例 1: 患者足底被铁钉扎伤引起感染 18. 8

6 病例 2: 链球菌感染引起急性肾小球肾炎 14. 6

7 对以上题目都没有兴趣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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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学生对第二次小班分组讨论课题目兴趣度调查

Tab． 3 Students' interest in second small class group discussion

序号 调查项目 百分比( % )

1 结合淋巴细胞活化过程，举例阐述如何调节淋巴细胞活化进行疾病治疗 6. 8

2 以病毒或细菌感染为例，试述抗原分子被摄取、加工和提呈，并激活机体免疫系统，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过程 14. 9

3
当健康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时，有人产生较高的乙肝抗体，而有的人产生抗体能力较低，甚至无应答。为什么个体对乙肝疫

苗产生不同的应答能力?
25. 6

4 结合免疫耐受形成的机制，举例阐述如何通过打破或建立免疫耐受进行疾病治疗( 每组的疾病不重复) 21. 8

5 举例说明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应用的免疫学治疗方法 24. 0

6 举例说明为什么接种疫苗后能够预防疾病 6. 7

7 对以上题目都没有兴趣 0. 2

3 讨论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线下课程转为线上课程成

为必然［3］。但线上课程的教学效果受到很多因素

的影响，如手机软件过多，学生现场感不强，没有教

师的现场监督等。若整节直播课都是教师的独角

戏，学生很容易陷入“填鸭式”灌输知识的疲惫中，

对于深涩难懂的免疫学概念以及免疫学复杂网络调

节的特点越发望而生畏，难以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因此，教师需要通过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引导其养成勤于思考、敢于批判性思维的习

惯，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4］。在线小班分组讨论课

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提升学习高阶性和挑战度的

有效方式［5］。如何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并进行高质

量的深度交流，是在线小班分组讨论课教学成败的

关键。由于空间阻隔，难度远大于线下课堂互动，教

师课前问题的设计、在线组织提问答疑互动的方式，

是影响学生在线互动的重要因素［6］。
本学期医学免疫学教研室将教师的网络直播课

程和小班分组讨论的教学结合起来，这一教学模式

极大地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也提高了他们

查找和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教

师讲授完部分章节后，开始布置学生需要完成的题

目，内容为免疫学知识的综合或扩展，督促学生查找

文献，准备做课堂汇报。为了使学生更好查找文献，

教师在微信群发布一些常用的医学信息平台，在讨

论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针对汇报内容提出问题，请汇

报者或者其他学生参与讨论。前两次小班分组讨论

课的问题中包括部分临床病例，在讨论临床病例时，

学生的争论比较多，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如第一次

课给出的病例 1，学生对病例的诊断﹑病因进行了

讨论，不同小组意见不一致时，各抒己见，极大地开

阔了学生的思路，学生反响良好，建议以后的讨论课

增加临床病例的题目。

在小班分组讨论课进行的过程中，部分学生

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的治疗非常有兴趣，

会主动查找各种文献，咨询教师; 部分学生对免疫

学相关的研究感兴趣，申请假期进入本学院免疫

实验室学习，这不仅开阔了学生眼界，也提高了学

生的科研素质。在新冠疫情期间，本教研室课前

调查了学生的兴趣点，在第二次小班分组讨论课

中增加了新冠肺炎的免疫学治疗问题，学生讨论

的内容非常全面，还解释了免疫治疗的机制和依

据。教师引导学生在讨论新冠肺炎的治疗过程中

体会循证医学的重要性，让学生通过了解新冠肺

炎诊疗指南中的免疫治疗方法，理解循证医学的

思想，为 以 后 的 临 床 科 研 工 作 打 下 良 好 的 基 础。
本教研室经过讨论，决定在第三次讨论课中增加

新冠肺炎的临床病例，利用翻转课堂的形式组织

学生对该病的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的关联性进行

讨论，进一步培养学生循证医学的素质。
在考核方式上，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平时

成绩的比例。免疫学的最终总成绩由实验课成绩

( 20% ) 、小班分组讨论课成绩( 20% ) 、期中考试成

绩( 10% ) 课 后 小 测 成 绩 ( 10% ) 、期 末 考 试 成 绩

( 40% ) 组成。随着课程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期

末考试所占比例会进一步减少，课堂表现成绩比例

会进一步增加。这是根据教学特点对考核方式的进

一步完善，比之传统的偏重书面的纯理论考试，更能

反映出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以及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同时也让教师和学生更关注平时的学习过程而

非仅是最终的考试成绩。
在线小班分组讨论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积极

发言者代表了全体学生的学习情况，部分学生复制

其他学生的发言，参与人在线，心不在课堂等，针对

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提升教学效果。
( 下转第 2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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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启发课则注重课上提出问题的回答，由学生和

老师共同探讨，以学生之间的互动为主，老师负责点

评;③发挥线上教学优势，留出一定空余时间，引导

同学利用网络查找相关资料后再讨论。
针对学生的反馈，教研组认为课程建设的系统

性要逐步加强，免疫学教学团队成员的力量要动员

起来。对于课程教学的启发和引导一直是各科课程

教学的难点，每位教师都有其独到的特点。能调动

学生积极性是关键。关于线上教学的细节还需要进

一步梳理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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