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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病理生理学课程创新教学过程中，OBE 的教学理念逐渐成为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的重要途

径。OBE 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习成果的实现和能力的培养，这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相契合。然而，如

何将 OBE 理念有效地融入到具体的硕士研究生病理生理学进展课程教学中，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力和科研灵感，

提升学生的科研和临床实践能力，实现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基于 OBE 理念的研究生病理

生理学教学的具体应用策略，并评估其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和综合能力方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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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urrent pathophysiology course innovation teaching process,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OB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The OBE concept is student-centered, 
emphasizing the realization of learning outcom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bilitie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training goals of 
master students. However,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OBE concept into the specific pathophysiology progress course 
teaching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so a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piration, improv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and realize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this cours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postgraduate pathophysiology teaching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to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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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学进展》是我校为满足医学领域的发

展和提升学历层次而特别设立的一门课程。该课程作

为一门专业选修课，面向所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核

心目标是深入讲解当前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的演变规

律和机制以及研究进展。这不仅有助于拓宽研究生的

学术视野，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还能为他们在未来的

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确定研究方向、设计研究项目

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在现实的授课过程中，由于选课

的学生来自各个医学专业方向，对医学基础知识的掌

握情况参差不齐，同时，既有专业学位学生，也有学术

学位的学生，培养的目标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因而，“如

何教”、“怎样教”、“如何考查”、“怎样评价”成

为《病理生理学进展》这门选修专业课教学的亟待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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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的意见》中指出，要不断推进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鼓励课程改革创新；完善课程评优机制，发挥精品课程

示范引领作用。鉴于此，我们的教学团队将“以成果导

向教育理念（outcome-basededucation，OBE）”引入到

研究生《病理生理学进展》的课程教学，积极推动研究

生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探索。OBE 教学中是一种以目标

或需求为导向教育理念的教学模式，最早由美国学者

Spady.W 于 1981 年首次提出，其后，该学者在其出版

的《基于产出的教育模式：争议与答案》一书中对该模

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述[1]。OBE 教学理念的提出使

教育的中心发生个根本的转变，由原来的“以教师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强调以产出为导向、不断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2]。在硕

士研究生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 OBE 理念的应用在培

养医学科研和临床思维、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的自主学习、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以及满足各

专业方向学生培养的需求等方面逐步体现出独特的优

势。本文就我校在该课程上的教学改革进行的探索，从

学情与 OBE 理念的契合、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运行

模式以及考核评价机制等 4 个方面对该课程的教学改

革进行探索。 
1 研究生学情与 OBE 理念的契合 
医学专业硕士学位是为培养医学职业高层次专门

人才而设立的专业硕士学位，要求学员具有一定得职

业背景和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工作经历年限要求多

为 5 年）或具备本科学历。医学硕士生具备较本科生

更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有些学生有一定的科研和临

床经历，具备一定科研和临床实践能力，硕士生具备更

成熟的社会经历和人生经历，心理素质较本科生更好，

人生目标和追求更为明确，因而，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

力更高，渴望进步、提升自我的欲望更强。但是，硕士

研究生也存在自身短板，如所掌握的医学基础知识陈

旧或者范围过窄，过浅，跟不上知识更新和拓展的速度；

对医学知识存在不同程度遗忘或缺乏，特别是本科应

届毕业生，对本科时所学习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都有

不同程度的遗忘或者欠缺；在心理上存在自己的能力

估计不足，容易导致对自己期望过高或者过低；心理压

力较本科生更大，情绪容易产生较大波动。硕士研究生

的学情分析表明 OBE 理念与研究生的教学更为契合，

其原因有三：①采用 OBE 理念的教学与研究生的心理

状态更为契合。刚入校的研究生都有一种奋发向上，要

有一番作为的心理状态，OBE 教学以学习成果为导向

的理念刚好能满足研究生这种心理状态，这种契合的

研究生心理的教学意图和导向更容易激发研究生主动

学习兴趣，而且增加学生的自信心；②OBE 理念与研

究生学习经历情况相契合。OBE 讲求以成果为导向的

教学和研究生。研究生教学的核心就是研究如何最大

限度的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积极投身医学科学

的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探索。研究生的学习经历明显较

本科生更丰富，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更强，采用 OBE
教学更容易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和主动学习

的激情，因而比本科生更容易作出成绩，获取成果，从

而实现教学目标；③OBE 教学与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体

系相契合。目前，医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前期半

年到一年为基础理论课程学习时间，后期两年到两年

半为临床或者科研实践时间，因而，学生有充足的时间

凝练教学和实践成果。总所周知，取得一项成果，不是

一蹴而就实现的，是需要较长时间和长期的实践，反复

积累经验数据才能获得。OBE 教学主张循序渐进，厚

积薄发，不断积累学习和实践经验，最终取得一定成果。

因而，OBE 教学成果要在学生的后期实践中得以体现，

而目前的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体系正好为这一教学理念

的实施提供了前提保障。 
学情分析是将OBE理念应用于研究生培养的关键

环节，通过对学生背景、知识基础、学习风格和职业目

标的系统分析，制定符合个体差异的学习路径，使学生

能够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实现个人学术与职业发展目标。

在病理生理学等医学学科中，研究生普遍具备一定的

理论基础，但临床问题解决能力和科研创新意识尚需

提升。通过 OBE 理念的实施，教学目标更加明确，教

学设计围绕学生达成所需能力进行，进而提升了培养

规划的针对性和科学性，确保学生在完成课程后具备

应对未来临床与科研挑战的核心能力，为他们未来的

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病理生理学进展”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2.1 以 OBE 理念为前提，筛选教学内容，突出“两

性一度” 
OBE 教学是目的性很强的教学模式。研究生课程

内容是研究生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认真筛选和规划教

学内容，是实现 OBE 教学的重要保障[3]。我校的研究

生《病理生理学进展》课程，缺乏统一的教材，曾经使

用过杨惠玲、潘景轩等编写的供 7 年制研究生使用的

《高级病理生理学》，也使用过陈莹莹、沈岳良主编的

《高级病理生理学知识进展及应用》作为教材，但是，

由于这两部教材版本过于陈旧，知识更新慢，内容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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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研和临床实践脱节，不能满足现在的硕士研究生

教学要求。在该课程教学前，我们以人卫出版社出版的

第九版本科教材《病理生理学》为基础，重新整合和筛

选了教学内容，重点突出课程内容的高阶性、创新性

（新进展），同时，又有一定的前沿拓展和交叉知识，

让学生在学习时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基础才能

理解和掌握，使教学内容的学习有一定挑战度。选择应

基于当前学科发展的核心知识点和最新科研成果，确

保其科学性与前沿性。我们教学团队在编写本学科自

用的《高级病理生理学》教材时，对本科人卫教材上做

了重大取舍，以知识运用为导向，将一些自学内容或者

关注度高、目前研究较深入，有重大进展的内容则纳入

教材中，例如“氧化应激与疾病”、“肿瘤”、“表观

遗传学与疾病”、“衰老”、“脂代谢紊乱与疾病”等

都纳入该课程教学内容，而“水、电解质紊乱”、“酸

碱平衡紊乱”、“缺氧”、“发热”等本科教学的经典

教学内容则予以舍弃。该课程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和深

度，既能挑战学生的认知能力，提升课程高阶性和教学

的挑战度。这种更新策略帮助学生在打好理论基础的

同时，具备跟踪学科前沿的能力，为后续的科研工作奠

定坚实的基础。 
2.2 课程内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现代医学教育，随着“新医科”概念的提出发生了

重大转变[4]。2016 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高

质量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要求在不断的提高。

“教什么？”，“怎么教？”成为摆在医学教育工作者

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教什么”

的问题。将 OBE 教学理念融入研究生教学的一个重要

特征是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知识的

运用能力。筛选和重组教学内容时，要站在学生的角度，

充分考虑“学生需要什么”。许多研究生已经经历过医

学理论系统教学，但是，在知识的运用上尚还欠缺，因

而，在选择和编写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内容的实用

性。我教学团队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往往从临床案例出

发，选择编写内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表观

遗传学与疾病》一章中，就很强调表观遗传变异与一些

疾病发生之间的联系，例如，DNA甲基化异常与癌症、

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关系；非编码 RNA 在细

胞生长、分化、凋亡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等。

这种在教学内容中就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也

为研究生将来寻找科研或者临床课题，进行课题设计

提供线索和灵感。 
3 以“学生为中心”的多样化教学运行模式 
研究显示，单一教学模式由于缺少变化，无法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

性受挫，而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更有助于在教学内容讲

授过程中调动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5]。在研究生教学

中，各门课程都存在选课的学生的专业方向不同，对知

识的需求不尽相同，各学科的医学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参差不齐等情况，因此，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才是研究生

教学的唯一选择。在“病理生理学进展”的课程教学过

程中，我们采用“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多

样化教学运行模式，旨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培

养学生的知识运用和分析能力。“病理生理学进展”课

程仅有 27 学时，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要实现 OBE 教

学目标，需要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科学设计教学计划和

多种教学模式联合运用，在该课程教学中，我们团队运

用多种教学模式，进行如下教学设计：（1）充分运用

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方式，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在线

上开展课前预习、课中互动、课后练习、讨论与测试、

知识拓展、头脑风暴、知识问答等活动，线下则以课堂

教学，采用媒体辅助教学结合板书模式[6]。（2）开展

翻转课堂，设置科研问题和临床案例，在课前一周由线

上发放给学生进行线下分组讨论，正式上课时，由学生

代表上台进行限时讲演（如每组 5 分钟）后，教师根据

学生讲演，进行总结、点评和拓展，并且提出新问题，

引导学生主动查阅文献，学生课后须以组为单位提交

相关报告作为后期评价依据。这种学生参与到课堂教

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和自觉性，促进学生理解记忆，培养学生知识

运用能力。（3）模拟课堂与情景式教学，选取某个适

合情景式教学或模拟课堂的知识点或者临床案例，由

学生编写演绎剧本，授课教师筛选出剧本并充当导演

在课堂上进行表演，例如，在讲表观遗传与疾病时，学

生通过查资料撰写并组织演绎了孟德尔发现豌豆表型

选择的故事，还将这种故事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从豌豆

颜色随机变化的 DNA 修饰调控的机制（孟德尔随机化

理论）到不同颜色花卉的培育方法，可为学生以后的创

新创业提供启示，通过这种学生写剧本并演绎的情景

式教学或模拟课堂，不仅能引起学生学习兴趣，使之快

乐学习，还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文献查

阅和写作能力；（4）根据研究生都有自己导师的特点，

建立课程教师与各专业导师课程教学讨论群，利用导

师的资源，组织双师课堂、专题讲座、现场观摩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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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学生的导师是创新科研平台负责人，肿瘤是该教

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本教学团队将该教师纳入课程团

队，由该教师安排时间分批次组织学生观摩实验室，进

行现身说法讲解课程内容中肿瘤相关的知识，取得较

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印象深刻，有利于培

养学生科研思维或者临床思维，激发学生的创新和探

索精神。（5）融入人工智能的引导式教学模式的运用，

开发运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建立各学科知识点之间

的联系，课程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自己专业方向和关注

点，通过该图谱，主动去查阅文献，自主学习，构建自

己的知识网络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病理生理学进展”课程教学始终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多元化教学模

式，从多方面对硕士研究生进行教育，为培养符合新时

代社会主义新型医学人才作出自己的贡献。 
4 基于 OBE 导向的多维考核评价机制的构建 
课程的考核评价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科

学的课程教学评价机制能准确反映教学质量的好坏，

真实体现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学的改进，促进教

学质量的提高，是推动教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8]。国

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文

件中明确要求要逐步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

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加强课堂参与和课堂纪律考

查，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学风，不断推进教学考核评价的

改革”。因而，我们对病理生理学进展的课程评价机制

进行了重新设计，建立了一套以 OBE 教学理念为指导

思想，注重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维评价机

制。首先，摒弃无效的、不确定的指标，如在学习通 APP
中，签到、观看视频、浏览 PPT、参阅扩展资源等线上

活动一律不计入考核，只有回答问卷、提交病案分析或

实验设计方案、阶段测试、课堂问答等具备明确产出的

指标才会计入考核。考核不仅包括期末考试（纸质考试）

成绩、线上活动、课堂表现，还包括课题设计、综述、

论文、参赛获奖、专利发明、软著或软件开发等多方面

内容，从多维度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和

提升情况，实现对课程教学进行有效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阐述了本教学团队基于 OBE

理念在研究生病理生理学进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和方案，包括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模式多样化、评价体

系科学化以及实践活动的丰富化。通过这些教学改革

措施，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

思维以及科研和临床综合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高层

次医学人才培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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