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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科医生为培养目标的化学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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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全科医学的基本要求，化学理论训练应突出“医用”特点，实验技能训练应突出“动手”能力的培养。
根据学生的现实情况和兴趣爱好，在基本理论、实验技能、人文素养、科研兴趣诸方面以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训

练，达到对全科医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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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全科医学的重要基础课，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生通过化学理论与实验的基本训练，不

仅能顺利地过渡到后续课程的学习，而且可以培养动手能力及观察、分析、总结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他们今后从事医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１］。因此，对医学生进行严格的较系统的化学理论和实

验技能训练十分重要。近年来，以培养全科医生为己任的长沙医学院围绕这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积极

开展了基础化学、有机化学基本理论与实验技能训练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

１　基本理论训练突出“医用”特点
１．１　准确理解全科医学，全面提升教学水平，因材施教

全科医学是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

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培养的全科医生主要在基层面向个人、家庭与社会，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

和多发病的诊疗、患者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因此，对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要求

更高［２］。基础化学和有机化学是全科医学最先学习的基础课程，直接影响到生物化学、生理、病理、药

理等后续课程的学习。医学生大多为理科生，但限于学校招生实际情况，文科生占２０％ ～３０％的比例。
有的文科生在高中阶段几乎没有学过化学，这给教学带来困难。为此，我校因地制宜地制定教学方案，

最大限度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是选用最新版规划教材，并组织编写了辅导教材《基础化学解题

辅导与习题集》和《有机化学学习指导》，同时充实网上教学资源，以方便学生自主学习。二是每周进行

预讲预做、问题讨论、经验交流、听课等教学活动，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三是积极组织中

青年教师参加学校和院（系）的讲课比赛、教案比赛、课件比赛，以及近年兴起的微课比赛等教学比武活

动，有效促进和提高了教学水平。四是建立合理的形成性评价机制，不单纯以最终考试作为学生成绩的

评定依据，而是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形成性评价占总成绩的３０％，终结性评价占７０％。
１．２　按“需用为准、够用为度、医用为先”的原则安排教学内容

化学只是全科医学的基础课，系统性不是最重要的，没有必要每个章节都讲，应按照“需用为准、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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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度、医用为先”的原则安排教学内容，特别突出“医用”。化学老师普遍没有医学背景，虽选用的教

材为医学专业所用，但讲授起“医用”来还是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为此，我们摒弃“门户之见”，率先在

全校举行“《医用有机化学》与基础医学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作用研讨会”，广泛听取其他学科对化学教

学的意见，及时修改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并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基础化学。在计划课时偏紧的情况下，

基础化学对“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滴定分析”和“仪器分析”以及化学热力学只进行一般讲授，而

对与医学有直接关系的“溶液的组成标度”“稀溶液的依数性”“电解质溶液”“缓冲溶液”“胶体”“配位

化合物”等重点讲授。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波谱理论、电子理论、杂化轨道理论等

实用性不强，对于非化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必要深究，重点讲授的是有机化学各论。对于医学生很重要、

但后续又有专门课程（如生物化学）讲授的内容，以前因限于课时不讲授，现在对这些章节的某些内容

重点介绍，如在讲授脂类时介绍对心脑血管疾病和脂肪肝产生的影响；在讲授芳香烃、胺时介绍致癌物

质，并将药物作用的选择性贯穿于各章节官能团结构分析和立体化学讲授中。这样，整个化学教学突出

了“医用”，有利于学生过渡到后续课程的学习。

１．３　适时穿插人文教育，有效提高医学生人文素养
全科医生是在现代“社会－心理 －生物”医学模式催生下产生的应用型人才［３］，除了专业知识外，

还应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因此，学校的顶层设计中就提出了医学与人文相通的教育思想。化学课虽

不是人文课，但在化学理论中却包含了许多的人文知识和人文教育素材，若能巧妙地将它们转化为人文

教育，则不仅能增加授课的趣味性，还能起到思想教育作用。如讲胺和生物碱时，因冰毒、摇头丸、Ｋ粉
属于苯丙胺类化合物，罂粟碱、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和烟草中的尼古丁属于生物碱，针对社会上的吸毒态

势并且这种态势有向高校蔓延的严峻形势，以及学生中较普遍的吸烟现象，我们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

禁毒和戒烟教育。国家禁毒委指出，当前高校应当切实加强禁毒宣传和教育工作，尤其是医学院校尤为

重要。把禁毒知识恰当地穿插于化学课程中，用化学教学的方式开展禁毒教育有利于提高禁毒宣传的

知识性和权威性［４］。像这种类似的人文教育素材在基础化学和有机化学教学中俯拾即是，如从氧化和

还原、共轭酸碱对和性激素（甾体）中更深刻地认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从醇的性质和作用更清醒地认

识过度饮酒和酒驾的危害；从内消旋化合物看人的唯一性（因为人没有对映体），强调对自我的肯定；从

元素周期律和苯环结构的发现，强调人类发展史是一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奋斗史，等等。

２　实验技能训练突出“动手”能力培养
２．１　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在实验教学中的比重

化学教育要全面适应医学教育的需要，特别是全科医学的需要，必须加大对实验内容、实验方法和

手段的教学改革力度。一是建立一支既懂化学又粗通医学基本知识的实验教师队伍。我们在临床专业

选拔化学成绩优异的毕业生担任实验技术员，并培养他们成为实验指导教师。同时，化学专业毕业的教

师跟班听有关医学基础课，要求经过一至两年的跟班学习，达到粗通医学的程度，这样在指导实验时能

更加有的放矢。二是在减少和压缩验证性实验的前提下，保留部分与医学关系密切的基础性实验，如

“糖类的性质”“高渗、等渗、低渗溶液”“胶体分散系及其性质”“缓冲溶液的配制、性质和 ｐＨ测定”等。
三是加大综合性实验比例，同时又尽可能地体现医、药特点，如“药用氯化钠的制备”“葡萄糖酸锌的制

备”“阿司匹林的制备”“银杏叶中黄酮类有效成分的提取”“药物中常见有机官能团的性质与鉴定”等。

四是尝试设计性实验，如“未知有机物的鉴别”，要求学生根据给出的条件拟出实验方案，列出所需试

剂，根据溶解性试验和元素定性分析，初步判断各物质的分类，再进行特征反应一一检出，最后写出实验

报告。同时，在实验顺序上，由简单到复杂，由被动模仿到综合运用直至主动设计，形成从基础、综合到

研究创新层次的系统实验教学模式［５］。去年，我们认真总结了这几年的实验教学改革经验，编写出版

了“高等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改革系列教材”之一的《化学实验教程》。该教程按照“基础性实

验”“综合性实验”“设计创新性实验”三大模块编写，精简了基础性实验和重复的实验项目，增加了“三

性”实验项目，联系后续课程内容及临床，重点突出知识点的横向与纵向联系［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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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进一步开放实验室，吸引更多的学生走进实验室
全科医学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实践教学。因为医学生的能力更多的体现在“动手”上，而动手能

力的培养在３年基础阶段主要靠实验。为此，学校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模式，除了正常的实
验计划课时外，试行开放性实验教学，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走进实验室，旨在培育学生自主式、研究式的学

习习惯，进行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训练。一是制订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和指导教师值班制度。规定

每周二晚上为实验室常规开放时间，其他时间为预约开放。二是积极申报和指导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

创新性实验计划。学校每年四五月份组织申报省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没被报上省

级的一般作为校级项目，也给予一定经费资助，同时指导教师获得科研加分，这样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均调动起来了。

２．３　成立化学兴趣小组，组织和开展化学实验技能竞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一旦对某件事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

地探索实践，并在探索和实践中产生愉悦的情绪和体验。化学实验也是如此。起初我们只是在药学、药

剂、检验等化学课程较多的专业成立兴趣小组，２０１４年将这一有效的学习形式扩大到临床专业。课题
研究是兴趣小组的主要活动，他们有的参与到教师课题中，有的自选课题，为进而申报大学生课题做前

期准备。

为了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强化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学校决定每年５月
为学科竞赛月。２０１５年举行了首届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参赛者来自全校各专业，并从中选拔了２０名同
学作为湖南省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候选队员进行集训，这些在全省赛事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３　结语
化学理论和实验技能训练，是全科医学基础教育的重要一环，对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

义。化学基本理论训练有助于医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科学的本源，而实验技能训练有助于培养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科研兴趣。所以，两者对于全科医学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以全科医生为培养

目标，继续深化化学理论与实验教学改革，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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