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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生理学是一门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制与规律

的学科，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学生通过

本门课程的学习认识疾病发生、发展以及转归的一般规律，理

解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功能、代谢变化与临床表现之间

的内在联系，为今后临床知识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门课

程理论性较强，概念较多，内容抽象，涉及面广泛。采用传统的

填鸭讲授法，学生有时会感到枯燥乏味，记忆困难，很重要的是

容易失去继续深入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导致师生间“教与学”

的效果不能达到最佳。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其

自身的优点，它可以让学生减少探索时间，有利于学生较快形

成概念，理解有关知识，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但它本身也

存在一些弊端，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易养成不愿动脑筋的习

惯，而且一味听讲易产生厌烦心理，这就需要对教学进行一定

改革。但应该清楚改革是建立在传承基础上的，不应完全摒弃

传统教学方法，而应在此基础上增加课堂趣味性，使学生能够

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将病理生

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密切联系，在讲授时适当增加一些临床病

案讲解，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并加以应用。再如结合多媒体展

示，将与医学有关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对各种“世界疾病

日”的认识融入病理生理学教学之中，可大大提高学生探究问

题的兴致，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进

一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临床思维能力，同时也

可提高授课教师的综合素质，从而提高病理生理学教学质量。

本文就对各种“世界疾病日”认识融入病理生理学教学的实施

予以探讨。

１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世界疾病日”，并将其融入病理生理学

教学的实施———以认识“世界肾脏病日”为例

１．１　话题提出　以 “肾功能不全”一章内容为例，在介绍此病

理过程的概述部分和概念时，特别是在介绍肾脏疾病的高患病

率时，即可引出这样的话题：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肾脏病学

会、国际肾脏基金联合会于２００６年确定每年３月份的第二个

星期四为“世界肾脏病日（ｗｏｒｌｄｋｉｄｎｅｙｄａｙ，ＷＫＤ）”
［１］，这个决

定突显了肾脏疾病对人类的极大危害，也显示了全世界对肾脏

疾病的认识是在逐年提高的。“世界肾脏病日”设立的宗旨，主

要是为了唤起全人类对慢性肾病的关注态度，提高对慢性肾病

发病率高、并发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病死率高（三高）以及全

社会对慢性肾病知晓率低、防治率低、伴发心血管病知晓率低

（三低）的认识水平［２］。肾病往往病程隐匿，在早期通常没有任

何临床表现和症状，以致很多患者一经发现就已经进入了肾衰

竭乃至尿毒症阶段，重者威胁患者生命，故而得名“沉默的杀

手”。自２００６年首次设立以来，“世界肾脏病日”已奇迹般地成

为世界上与肾脏疾病相关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听到这样的话

题，学生会很感兴趣，更想知道其中与本学科本章知识到底会

有什么样的联系。然后教师可向学生寄语期望：“肾脏疾病危

害如此之大，知道大家有着迫切想解除患者病痛的决心，那就

从学好本节课知识开始吧！”

通过以上对“世界疾病日”由来及设立意义的简单介绍，再

结合多媒体展示每年各大医疗机构相关宣传纪念活动的图片

及视频资料，可不断激起学生想要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并探索下

去的浓厚兴趣。

１．２　相关知识引入　学生带着这样浓厚的学习兴趣，便会在

接下来“肾功能不全”一章的学习中倍加注意听讲，精力集中，

教师在讲授慢性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对机体功能、代谢的影响

时，便可再一次融入“世界肾脏病日”话题，当然也是涉及了本

章的教学重点内容，即“世界肾脏病日”历年来的宣传主题。如

２０１１年世界肾脏病日的主题是“保护肾脏，挽救心脏！”（ｐｒｏ

ｔｅｃｔｙｏｕｒｋｉｄｎｅｙｓａｎｄｓａｖｅｙｏｕｒｈｅａｒｔ），就此主题，教师可进一

步提出设问：同学们可否运用学过的病理生理学知识去解释这

个主题？从而可以组织一次很好的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教师

可适当给予提示：为什么说把肾脏保护好了，就相当于挽救了

心脏？当学生拿到这样的问题时，会仍然带着刚认识“疾病日”

时的那份兴致继续跟随教师思路进行探索。此时教师可适当

安排课堂小组讨论，给予十几分钟的讨论时间，然后小组汇报，

组间同学可以作点评、纠正或补充，最后教师作总结，这样，无

形中活跃了课堂气氛，同时学生是带着新颖的问题去学习，大

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实这个主题充分说

明了肾脏和心脏这两个重要脏器之间的关系，或者理解为泌尿

系统相关疾病与心血管系统疾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慢性肾

功能衰竭及尿毒症阶段对心功能会有严重的损害，可表现为心

力衰竭和心律不齐，具体病理生理学机制为：（１）肾性高血压：

慢性肾衰患者易伴发高血压的机制有钠水潴留、肾素血管紧

张素系统活性增强和肾分泌的血管舒张物质减少等；（２）内环

境改变：如钠水潴留、酸中毒及高钾血症等；（３）并发纤维素性

心包炎；（４）由于促红细胞生成素生成减少等原因并发肾性贫

血；（５）毒性物质作用对心血管系统动力、功能及形态结构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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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等［３４］。基于以上一些原因，就不难解释了那个宣传主题。

因为之前学生已经学过了“心功能不全”、“水、电解质及酸碱平

衡紊乱”、“缺氧”、“应激”等相关病理生理学知识，所以在作讨

论时，每种机制、每个知识要点都可以为学生作适当地更为全

面更深入地分析拓展，可以将很多章节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

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做到对前后所有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再如２００９年第四个“世界肾脏病日”的主题是“稳定降压，

保持肾脏健康”，同样可以结合相关病理生理学知识从医学专

业的角度来给学生介绍并帮助理解这个主题，就这个主题内容

本身而言，说的是心血管系统功能维持正常，就可以对肾脏功

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可以理解为血压若没有控制好，严重

时甚至会导致肾脏疾病［５］，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带领学生由

此入手，深入探讨相关发生机制。最后还可以建立问题关联，

即心血管系统疾病可导致肾脏疾病，反过来肾脏疾病也可累及

心血管系统，人的心和肾被比喻为一对“难兄难弟”，一方有疾，

另一方也不得安宁，说得一点不为过，这样心肾疾患之间的关

联便可非常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而２０１２年第７个“世界

肾脏病日”的主题是“捐献肾脏，延续生命”，利用这个主题可在

讲授到肾衰及尿毒症的防治原则时，从防治的角度和学生共同

了解“人工肾”及“肾脏移植”问题，同时还可以提出倡议：从医

者应带头向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大力宣传普及“死后器官无偿捐

献”的思想意识，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世界疾病日”每年都有特定的宣传主题，体现了疾病本身

及疾病防治的社会性和时代特性，对这些宣传主题的探究和理

解，有时完全可以结合相关医学专业知识如病理生理学知识来

完成，可以起到充分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如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已

经成全球人类第四大致死疾病，每年的１１月第３个星期三是

“世界ＣＯＰＤ日”，２０１１年第十个“世界ＣＯＰＤ日”的主题是“您

感觉气短吗？那么您有可能患有 ＣＯＰＤ！肺功能检测帮助

您！”通过这个主题就可知晓ＣＯＰＤ一项重要的临床表现，即

感觉气短，患ＣＯＰＤ为什么会发生气短的现象呢？在病理生

理学“肺功能不全”一章中，就会介绍ＣＯＰＤ及导致呼吸功能

不全的相关发生机制和机体功能代谢方面的变化，从而加深了

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并帮助记忆。

２　将认识“世界疾病日”融入病理生理学教学的意义探讨

２．１　大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　教

师就当前热点医学问题、热门的健康与疾病话题如各种“世界

疾病日”的提出和探讨，以问题的形式与学生共同讨论，既联系

当今社会时事，话题新颖，又联系了临床实践，还可联系病理生

理学相关核心知识，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提

高学习兴趣。在组织课堂讨论提出话题时，可将各种媒体报道

的各地相关宣传纪念活动如新闻、活动剪影等以图片或视频的

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感觉课程有趣味不

枯燥，使其精力集中，为学生能够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学习相关

病理生理学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教学效果［６］。

２．２　可以增强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自信心　当教师引出某“疾

病日”的话题时，首先会谈到这个系统疾病在临床和日常生活

中相当多见，患病率、病死率都很高，医务工作者要有足够的认

识和重视，接着提出此“疾病日”是哪一天或怎样规定的，会有

一部分以往知识积累丰富的同学知道并答出，虽然可能这部分

学生以现有知识水平并不完全理解这些“疾病日”，或者以往专

业知识掌握并不扎实，但因为这一“出色的回答”，加之教师此

时一定要做的及时表扬和肯定，学生心理上就会油然而生自信

心，带着这份自信，学生就会全力以赴，认真面对接下来的学习

任务。

２．３　可使授课形式多样化，提高教学效果　因为有了医学热

点问题的提出，可使课堂授课形式变得更灵活。话题的提出可

以是在课程开始，作课前导入时，让学生对一些系统疾病的危

害程度有初步的了解，也可以于授课接近尾声作知识总结时提

出，加深学生对本系统疾病的深刻认识。可开展课堂讨论，最

后学生共同作答，或分组讨论分别回答。如果问题相对比较复

杂，可不占用太多课堂时间，可于课后提出，以课外作业的形式

或课后讨论题的形式抛出，给学生以足够查阅文献资料、查询

相关知识的时间，在掌握知识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

主动学习、团队协作、总结表达等能力。

２．４　使知识掌握形成系统，结合临床实践，培养学生科学的逻

辑思维和创新能力　众所周知，每一个“疾病日”的设立都是有

其临床实践基础的，里面涉及的很多疾病都是临床高患病率、

高病死率的，有些虽为慢性疾病，却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存质

量，所以，作为医学生，有必要掌握这些疾病的病理生理学过程

和临床特征。在课堂讲授中融入“疾病日”认识，特别是对某些

宣传主题的进一步专业化分析，可充分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例如引领学生对２０１１年“世界肾脏病日”主题的认识，即肾

病会使心脏疾患恶化，而心脏隐患也会以肾病发作表现出来。

为了充分理解这个扩充后的主题，需要学生牢固掌握相关知

识，如“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

乱”、“缺氧”、“应激”等病理生理学知识，形成体系，由此引导学

生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病理生理学又是一门连接基础医

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在介绍各发病机制的同时，又要

与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联系起来，而有些“疾病日”的

主题恰恰显示了其临床特征，如２０１１年“世界ＣＯＰＤ日”主题

中曾提到过的“气短”、２００９年“世界帕金森日”主题中曾提到

的“颤抖”等等，都可以让学生对疾病有充分的感性认识，反过

来更有助于学生对基础理论的认识和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科

学思维和创新能力［７９］。

２．５　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世界疾病日”的设立可以

看作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一个个纪念活动，其目的是突显

某些疾病对人类的极大危害，唤起全人类对它们的关注，增强

患者及公众对该疾病的防治和管理意识。而且每年的“世界疾

病日”都有特定的宣传主题，体现了疾病本身及疾病防治的社

会性和时代特性，因此，再将其融入医学专业知识的讲授中，对

于医学生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责任意识教育［１０］。可以让学

生充分认识到自己将来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就该去承担神圣

的“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因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学生们在

今后的学习中要发奋图强、积极进取、不断超越自我、提高自身

的业务水平，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和服务意识，这样的教

书过程无疑同时又是在育人。

２．６　可以拓展师生的知识面，扩宽知识视野　“世界疾病日”

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由下设的各疾病联合会组织协调设立

的，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世界高血压日”、“世界糖

尿病日”、“世界哮喘日”、“世界心脏病日”、“世界肾脏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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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艾滋病日”、“世界无烟日”等，很多医疗机构届时也会有

一些围绕当年宣传主题而开展的宣传和义诊咨询等活动。作

为医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特别是医疗工作者，最好对这些知

识有所了解，以增强医务工作者及医学科研人员的责任感和服

务意识。而在“桥梁课程”如病理生理学的教学课堂就相关知

识对学生简单渗透，首先授课教师要提前查阅相关资料予以掌

握，然后才能表达给学生，所以，这对于教师和学生拓展知识

面、扩宽知识视野都有很大帮助。

授课教师能够就当前热点医学问题、热门的健康与疾病话

题如各种“世界疾病日”以问题的形式与学生共同讨论，融于病

理生理学教学中，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让授课形式多样化，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通过内

在动力的激发来提高听课效果，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消

化课堂内容，犹如锦上添花。同时融入的育人理念，更有助于

学生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成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性

强、具有创新能力、适应２１世纪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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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医学高职教育中基础医学课程整合的思考

陆国芳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基础医学部　３００２２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２．０４０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３７０２

　　高职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动因、内涵和办学途径等基本

问题为焦点的早期研究发展为以人才培养模式和学制改革为

焦点的中期研究，再到以高职特色课程建构为焦点的近期研

究。无论是高职定位、专业建设还是人才培养模式，最终只有

在课程中才能得到实现。因此高职教育一切问题的核心是课

程问题［１］。纵观国内外基础医学课程改革实施动态［２４］，结合

医学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对多年基础医学课程整合的探讨与实

践有一些思考。

１　基础医学课程是提高医学高职教育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证

高职教育学制短、实践技能标准高，注重技能培养轻视基

础知识传授是很容易走的弯路。疾病病因的复杂性、机体代谢

与结构的整体性、生命过程的不可重复性，决定医学高职生岗

位责任重大，必须具有较宽泛坚实的基础医学知识和一定深度

的专业理论；只有深刻认识生命过程的基本规律，才会具有综

合应用各种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一定的操作技能特

别是解决现场突发性问题的应变能力及协调组织能力［５］。高

职生中学基础较本科生薄弱，自学能力不强，为使学生树立医

学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地认识人体结构与机能的适应性、正

常与异常的相关性，人体、心理与环境的统一性、医患关系协调

性等，为后续医学职业技术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医学高

职教学应较普通高等教育更重视基础医学课程。医疗水平的

日新月异决定医生及相关职业是终生学习的职业，基础医学水

平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医学高职教育应该重视基础医学

课程。

２　医学课程整合是提升高职教育水平的关键之一

医学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决定了基础医学课程在全部课程

中的比率不可能多（约占２０％～３０％），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

学时完成教学任务，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将本科课程的“压缩

版”用于医学高职教育，存在学科分类过细、理论与实践脱节、

基础与临床分离等诸多弊端。由于没有明确的工作过程展示，

学生对基础医学课程感到乏味而难于理解和记忆，临床课基础

医学知识点的重复，消耗了本已很紧张的学时。医学高职教育

课程整合势在必行。通过课程整合，以生命过程或临床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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