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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生培养模式下的

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思考 ①

曾　明，周建波，胡小建，阳　科，彭学东
（长沙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１９）

摘　要：化学教育是全科医学教育的基础，化学实验教学对培养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根据全科
医生的基本要求，对化学实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进行改革，具体包括实验教材、实验项目优化、开放性实验教学以及实

验教学考核诸方面，使化学实验教学既体现出与医学的关联性，又达到能训练全科医生动手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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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正确认识化学实验教学对医学生的基础作用
作为在现代“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催生下产

生的应用型人才全科医生，主要在基层向个人、家庭与社

会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基本卫生服务［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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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２］。

因此，对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而化学教育是

医学教育的基础，是医学生最先学习的基础课程之一，化

学实验是医学生最先动手做的实验之一。通过化学实验

教学，不仅可以验证相关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化学

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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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名合格

的全科医生应该基本具备这些能力，而这些能力可以在

化学实验教学中得到全面的训练。

医学生学习的化学课程有基础化学和有机化学两

门，所对应的实验有基础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基

础化学主要涵盖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知识，是

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医学化学课程。所以，医学生实际要

做的化学实验包括化学的大部分二级学科实验。以培养

全科医生为己任的全科医学教学也要开设这两门化学实

验，但它不应该是其他培养更高层次的专科医生为目标

的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简单照搬，必须根据全科医

生这一应用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从化学实验教学内容、方

法和手段以及实验考核诸方面进行全面的教学改革，使

化学实验教学既体现出与“医学”的关联性，又以“实用实

效、够用好用”为目标，真正满足全科医学教学的需要。

２　围绕全科医生培养目标，改革化学实验教学
２．１　自编化学实验教材

全国医学院校的化学实验教材基本各自为阵，而且

不同的化学实验课程用不同的实验教材，使用起来既不

系统又不方便，适合全科医学的化学实验教材更是空白。

２００５年，我们根据民办医学院校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组
织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

物理化学实验于一体的高等医学院校实验教材《化学实

验》，较好地满足了临床医学及相关专业的化学实验教学

需要。２００９年，我们吸取了４年来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经
验，特别是针对全科医学教学，对第１版教材进行了较大
幅度的修订和充实，形成了全科医学辅助教材《化学实

验》（第２版），对全科医生这一培养目标的实验教学做了
有益的探索［４］。今年，较系统地总结了近１０年来全科医
学实验教学改革经验，特别是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以全

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和教育部、

卫生部联合颁布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临床医学（试
行）》为指南，以切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对全科医生

培养的具体要求，按照“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

“设计创新性实验”三大模块，编写成基础医学实验教学

改革系列教材之一的《化学实验教程》，拟首先在２０１４级
新生中使用。这本实验教材的出版和使用，可以更好地

满足全科医学及相关医、药学专业对化学实验教学的

需要。

２．２　优化实验项目设置
改革实验教学，关键是要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

教学安排上减少验证性和基础性实验，更新实验内容，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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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实验、新技术，突出化学与医学的关联性［５］。同时，对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树立绿色化学的指导思

想，预防和减少因实验产生的化学污染。这就需要优化实

验项目，一是增加综合性实验比重，在鉴别实验中引入设

计性实验环节，提高实验的综合功能。如在有机化学实验

“糖的化学性质”实验中增加未知物的鉴别环节，给出含单

糖、二糖和多糖的一组未知物，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步

骤，自行完成鉴别过程，并在实验报告中写出实验方案，以

此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又如“有机分子模型的建造”实验，以前只对药学专业开

设，现临床医学专业也开设。要求学生利用ｋｅｋｕｌｅ分子模
型拼出除规定的分子以外，还要求拼出规定以外的几种分

子，并每组派１位同学上台讲解。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实
验，使学生更直观地树立起“立体化学”的概念。二是串联

实验项目，使一个实验的产品成为另一个实验的试剂，从

源头减少试剂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６］。如“阿司匹林的

合成”实验，产品既可以作为“重结晶”实验的试剂，经重结

晶提纯后又可以作为其他专业“熔点的测定”实验的试剂。

三是突出“医用”特点，为后续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打基

础。如“等渗、高渗、低渗溶液”，通过实验，同学们很直观

地看到半透膜渗透现象和红细胞分别在３种溶液中的变化
情况，从而联想到临床用药注射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并

对生活中腌制瓜果蔬菜有了理性认识，也有助于后续生

理、生化等课程的学习。

２．３　试行开放性实验教学
向学生开放实验室，让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设

计、独立完成实验，以此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提高他们

的综合素质。一是学校制定鼓励和吸引学生进实验室以

及老师愿意指导开放性实验的机制。二是成立化学兴趣

小组，既可以做自己的实验课题，也可以选做老师编写的

设计创新性实验。要求学生拟定实验方案，列出所需试

剂，并动手配制试剂，独立完成或小组共同完成实验，最

后写出接近论文形式的实验报告。三是申报和指导大学

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２００９年实施该项计划
以来，我校每年都有１～２项化学课题获省级大学生研究
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立项，并有多项校级项目。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写出研究方案，自行查阅文献和制

定实验计划，在课余时间做实验。通过研究，均公开发表

了论文。四是组织学生参加省级化学实验竞赛。湖南省

教育厅从２００７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大学生化学实验
技能竞赛，并同时举办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研讨会，旨在进

一步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改革，促进

化学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强化大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积极参与

科学探索和研究的兴趣，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利

条件。我校作为唯一的民办高校和非化学专业每届都参

加了比赛。通过参赛，让我们看到了与兄弟院校在化学

教育的差距，同时也学习了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

２．４　完善实验教学考核体系
学生的最终成绩由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两部分

组成。在形成性评价的构成中，除了学生平时上课情况

和小测验外，重点体现实验考核，包括实验考勤、实验操

作和实验报告三部分。这三部分都制定了评分细则，占

形成性评价的６０％～７０％。其中“实验考勤”由学习委员
或班组长点名。“实验操作”包括实验纪律、操作、卫生

等，由指导老师打分。这就要求指导老师巡回指导、细心

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当面记分，不允许课后补记和

打人情分。同时，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如在讲解中的

互动环节都有可能让学生获得加分，但在实验过程中损

坏了仪器和不规范的操作则有可能被减分。“实验报告”

除规定格式外，主要看对数据和现象的观察、记录是否正

确、细致和实事求是，是否做了思考题，是否按时上交，书

写是否工整等，对写了实验体会的予以加分。最后，实验

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与医学相关的思考题则有可能作为

化学考试试题内容。

３　结　语
化学教育是医学生的基础教育之一，化学实验教学

对培养全科医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验教学

中，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和方法，还对

医学生要求很高的动手能力具有举一反三的作用，并为

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几年来，我们对在全

科医生培养模式下，如何搞好化学实验教学做了积极的

思考与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会遇到许多需要研究

和解决的问题，我们会进一步地努力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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