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教学理念与改革思路 

学校实验教学相关政策 

 高度重视实验中心建设，在学校新校区建设中，学校发展规划制定中，将

实验中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每年投入固定的实验室建设经费，实验设备费，专款专用，近 5年共投入

实验室建设和仪器设备费 619 万，每年划拨实验教学费 20 万，保障实验中心

的建设与日常运行。 

 制定一系列奖励实验教学改革研究和规范实验教学、实验室管理的政策。 

 每年拨出 10 万元设立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立

项。 

 采用网上测评、专家督导、学生信息员反馈等方式监控实验教学质量，实

验教学效果和问题及时反馈给任课教师并限期整改。 

实验教学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 

以先进、科学的实验教学理念为指导，全面适应新型医学模式转变，构建全

新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体系。以改革为手段，以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

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 

实验教学定位及规划 

实验教学的定位：预防医学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的医学，是世界医学教育重

点发展方向。预防医学实验教学是我国医学高等院校预防医学教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预防医学各学科基本技术与方法的综合，是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实践技

能的专业核心课程。 

让预防医学实验教学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实际工作技能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有

效实现形式，成为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的有效链接途径，成为学生深化理解理论

课知识的重要辅助手段。 

实验教学规划：①以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预防医学实验教学创新

模式，独立设置预防医学基础实验课程，设计补充一系列人文社科类的实验（实

践）内容（主要包括管理、经济、法学、大众传播等），重新系统构建新的预防

医学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形成“预防医学基础实验”和“公共卫生管理实践”即

人文社科素质训练（实践）两大课程模块，每个课程模块中又将实验项目按照能

力训练的层次分为基础型、综合型和创新拓展型。根据不同专业类型学生培养目

标，选择各层次的实验项目组合成不同的实验教学内容进行教学，以满足不同专

业学生能力培养的需要。②以创新素质培养为目标，构建立体式、多形式综合实

践教学体系，形成包括基础实验、综合实践、创新活动、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五

方面内容的立体式、多形式综合实践教学体系。 

实验教学改革思路及方案 

实验教学改革思路 

（1）全面适应新型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预防医

学实验教学创新模式。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医学模式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实

现转变，新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对疾病的科学研究、防治实践

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同时对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适应这

种要求，显然是医学人才培养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需要。为此，我们在原有的

实验教学内容体系（主要是预防医学类）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添加一系列新的

内容（主要包括管理、经济、法学等人文社科类），形成了“预防医学类”与“人



文社科类”两大课程模块，形成新的预防医学实验教学内容体系。 

（2）系统构建适应基本技能与创新思维培养的课程体系。实验教学应该成为理

论课与实际操作技能的重要衔接点，成为学校理论学习与社会实际工作实践的重

要桥梁。为此，我们改革原有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旧思维方式，根据公共

卫生现场实际工作对人才素质能力的要求，在全面整合原分散于各学科的实验项

目的基础上，重新系统构建新的实验教学课程内容，形成由“现场研究与工作的

规划与设计”、“现场调查技术与方法”、“现场监测技术与方法”、“信息数据收集

技术与方法”四大内容板块组成的“预防医学基础实验”课程。同时紧密结合现

代社会对公共卫生人才（含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管理）专业人文素质的要求，精

心设计组织，不断实践创新，将公共卫生人才的专业核心人文素质的 6项能力（即

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数据收集与处理分析能力、

公共危机事件综合应对能力以及公共卫生执法能力）训练实践内容构建成 1门新

型的专业实验课程－“公共卫生管理实践”。 

（3）建立适合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培养需要的课程内容组合。预防医学中心

实验教学按照面向预防医学专业与非预防医学专业，分别设置二大课程模块，每

个模块又由多个实验项目组成，可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生，进行不同的实

验教学组合，以满足不同学生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即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培养

的目标，在上述课程模块中选择专业需要的实验项目进行组合教学。为满足部分

学生自主创新学习和研究的需要，实验中心建设了“本科生预防医学创新试验训

练中心”，由学生自主管理，开放使用，设立“本科生预防医学创新试验基金”，

每年资助一定比例的学生开展自主创新性试验研究。 

（4）有效整合教学资源，构建实验教学与管理创新模式。全面整合教学资源，

包括实验人员、设备、资金、实验室场地等，实现机构合并、人员重组、资金统

筹、场地统一规划使用、构建资源共享、全面开放、高效有序的实验教学与管理

创新模式，为提高实验教学能力和质量提供保障。 

（5）逐渐成为以教学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平台为发展动力的“三

位一体”的重要实验实践基地。实验教学中心，当以实验教学为首要任务，与此

同时，将努力将其建设成为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后者不仅是实验教

学中心的重要社会责任，而且也是推动实验教学改革发展的原动力。 

实验教学改革方案 

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我们从 1996 年起，即着手改革机制，并着手实施，

且取得成效，这为预防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坚实可

靠的基础。 

（1）机构合并、资源整合（1996～2000 年） 

为实现实验教学改革目标，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机构的整合、人员重组、资

金统筹和场地归一。我们的主要做法有：①机构合并，由学院将全部实验教学教

辅人员集中管理，成立预防医学实验中心，统一负责预防医学实验教学管理、实

验准备以及实验教学实施和考核。②统一实验管理，原属各学系（教研室）的教

学人员由实验中心统一管理（包括人员编制、责任分工和学习培训等），形成独

立的人员编制（实验中心专职人员），隶属公共卫生学院。③统一调配资源，主

要体现在教学经费、设备经费统一调配、集中使用，中大型实验教学仪器统一配

置、集中管理。④教学科研有机结合，实验教学中心的设备、场地、人员除负责

完成日常实验教学任务，还面向学生、教师科研及社会服务开放，这样既提供了

预防医学实验、实践教学的平台，又有利于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和教职工科



研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学院教学与科研的发展。 

（2）课程内容与体系的建设（2000～） 

     2000 年，首先完成独立预防医学实验课程的重新组合与设立。在此基础上，

我们适应新医学模式人才培养的要求，进一步开展课程内容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整合、充实人文社科类实验课程内容，构建公共卫生管理实践课程，于 2007 年

开课。 

（3）预防医学实验课程建设（2001～） 

     2001 年起开始着手进行，目前已形成一个新的预防医学实验课程内容体

系，即：依据实际工作情况对学生能力与技能的要求，分为“现场研究与工作的

规划与设计”、“现场调查技术与方法”、“现场监测技术与方法”及“信息资料的

收集技术与方法”等 4个版块进行实验教学。每个板块由不同层次的实验项目组

成，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培养的要求进行选择和组合教学。 

（4）教材体系建设（1999～） 

     为适应实验教学改革的需要，教材建设至关重要。1999 年起，先后编写了

适用于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基础实验讲义（上下册）》自编教材，还先后

编写适应临床、护理、口腔、药学、检验等各专业学生使用的《预防医学实习指

导》、《预防医学实习讲义》等自编教材。2007 年 5 月适用于新的预防医学实验

课程的《预防医学基本技能训练实验教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目

前，正着手于不同实验项目组合，适用不同层次学生使用的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 

（5）丰富教学方法，拓展教学手段，改善教学环境，完善教学资源（2002～） 

通过改革，我们在业已构建的实验教学与管理制度新模式基础上，加大力度，

促进上述各项工作的发展。 

2007～2009 年在新校区新建 12 间（800 平方米）实验教学实验室；建设了

开放式“本科生预防医学创新试验训练中心”，目前正在筹建“公共卫生专业人

文素质训练中心”，为学生的专业人文素质培养提供现场模拟的训练的条件和设

备设施。实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现场情景模拟和学生自主式参与式

教学方法，逐步建立“实验教学网络资源教学与交流”平台；积极创造条件结合

专业实践教学基地的实际工作和教师的科研工作，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现场，

实现“课堂教学、实验室教学、课外教学、社会实践教学、实习教学等全方位的

多形式、立体式综合实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