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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基础医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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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面临的严峻现实

�现有师资队伍严重流失，日渐萎缩；

�新生力量补充缓慢；

�非医学专业背景的师资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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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发展的瓶颈

�国家层面重视不够国家层面重视不够国家层面重视不够国家层面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基础医学的严峻

现实；

�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院经费不足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院经费不足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院经费不足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院经费不足：：：：对师资没有足够

吸引力；

�科研压力大科研压力大科研压力大科研压力大、、、、待遇低待遇低待遇低待遇低：：：：教学投入有限；

�基础医学院没有独立人事权基础医学院没有独立人事权基础医学院没有独立人事权基础医学院没有独立人事权、、、、财务权财务权财务权财务权：：：：无法按照

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

�学科发展极度不平衡学科发展极度不平衡学科发展极度不平衡学科发展极度不平衡：：：：传统学科受限、转化医学流

于形式、片面追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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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专业规范的研制

� 明确培养目标明确培养目标明确培养目标明确培养目标：：：：医学教育教学和医学研究的专业人

才；

� 细化培养要求细化培养要求细化培养要求细化培养要求：：：：素质、能力、知识三个层面；

� 更新主干学科更新主干学科更新主干学科更新主干学科：：：：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

便与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统一）

� 修订主要课程修订主要课程修订主要课程修订主要课程：：：：公共基础、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专

业课程、拓展课程；

� 制定评估标准制定评估标准制定评估标准制定评估标准：：：：已开设基础医学专业院校的考核、拟

新开设该专业的评定标准；

规范规范规范规范、、、、扶持扶持扶持扶持、、、、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规范规范规范规范、、、、扶持扶持扶持扶持、、、、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为国家政策部门提供参考



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

第二阶段医学教育

基础

医学

第一阶段

医学教育

通识教育

口腔

医学

临床

医学

专业

教学阶段

通通通通 识识识识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阶阶阶阶 段段段段

人 文 素 质 培 养人 文 素 质 培 养人 文 素 质 培 养人 文 素 质 培 养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阶阶阶阶 段段段段

基础医学基础医学基础医学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

科 研 思 维 与 能 力 培 养科 研 思 维 与 能 力 培 养科 研 思 维 与 能 力 培 养科 研 思 维 与 能 力 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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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授课为主、被动学习成惯性理论授课为主、被动学习成惯性

理论教学占2个学年，传统的学科为主线的授课方

式，仅少部分学系尝试“问题导向学习”

�� 基础与临床脱节基础与临床脱节

通识课程、基础医学的教学内容不完全符合临床实

践的需要

�� 科研思维与科研能力欠佳科研思维与科研能力欠佳

基础专业实验室训练时间偏短，临床专业更欠缺

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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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有待提高自我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有待提高

为考试而学习，理论强实践弱、持续学习能力差

�� 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能力欠缺

可能具有较好的学习与模仿能力，但缺少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思维

�� 责任感不强责任感不强

对自身责任认识不清，缺少对职业和人生的长期规

划，学习动力不足

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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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知识、能力和素质综合教育

� 不应该只是今天的科学概念和事实

� 必须强调培养学生:

� 对健康、疾病的理解，对人群和人个体的理解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寻求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 终身学习的能力，变“学会”为“会学”

临床技能临床技能临床技能临床技能

科学基础科学基础科学基础科学基础群体保健群体保健群体保健群体保健

职业价值职业价值职业价值职业价值、、、、

态度态度态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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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融为一体的综合教

育，实现文、理、医渗透和结合

� 定位于“医学基础”教育，更多地着眼于未来

� 强调素质、知识、技能的综合培养和“通识、通科”的教育

� 提倡“有教无类”的“大医学”理念

� 强调培养学生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寻求和使用信息的能力

�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 终身学习的能力

�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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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人文教育于专业知识传授中

（教育教学一体化）

� 在知识膨胀的环境下，强调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学习

（围绕核心课程）

� 按器官系统构建有助于学生知识的连贯，减少学生负担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 PBL有利于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PBL教学）

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北京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原则和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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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 (本、博） 2001- 八年

✚临床医学 (本、硕、博）2001- 八年

✚口腔医学 本、硕、博） 2001- 八年

✚预防医学 (本、硕） 2001- 七年

✚药学 (本、硕） 2001- 六年

✚临床医学 (本科） 1942- 五年

✚生物医学英语 (本科） 2002- 五年

✚护理学 (本科） 1985- 五年

✚医学实验技术 (本科) 1983- 四年

年约3000人

* 不包括专科夜大等教学，每年招收8年制学生220人左右。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教改先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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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学院的科研及人才优势

14141414

人才：5名院士、7名长江学者、6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15名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5名973首席科学家、68名教

授

科研课题：

学科建设：

7个国家重点学科、4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2005、2006年教育部创新团队；

2006年教育部引智工程；2007、2008年基金委创新群体

责任单位科研论文：



� 掌握基础医学学科的基本知识；

—— 基本知识点，医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

� 培养学生基本的自主学习能力；

—— 自主学生、终生学习、自我学习

� 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 纯粹书本理论，过渡到书本上的病例，最后进入真

正临床实践

� 初步的科研思路和能力训练。

——实验室科研思维训练

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确定基础医学学习阶段教育、、、、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教学目标

紧扣紧扣紧扣紧扣紧扣紧扣紧扣紧扣““““““““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服务临床服务临床服务临床服务临床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服务临床服务临床服务临床服务临床””””””””主题主题主题主题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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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减少减少减少减少““““填鸭式填鸭式填鸭式填鸭式””””授课比例授课比例授课比例授课比例

——优化理论授课内容，规划基本知识点

2.2.2.2. 培养自我学习培养自我学习培养自我学习培养自我学习、、、、主动学习主动学习主动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小组讨论式学习

3.3.3.3. 尊重学生兴趣尊重学生兴趣尊重学生兴趣尊重学生兴趣，，，，选择性传授知识选择性传授知识选择性传授知识选择性传授知识

——增加自学时间、大量开设选修课、专题讲座

4.4.4.4. 创新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培养

——统筹实验教学，增加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比重

——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5.5.5.5. 加强责任教育培养加强责任教育培养加强责任教育培养加强责任教育培养

——医学生责任教育讲座

6.6.6.6. 注重能力的考核与评估注重能力的考核与评估注重能力的考核与评估注重能力的考核与评估

——改革考核评估体系

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确定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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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立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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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宝善教授：药理学系

宫恩聪教授：病理学系

祝世功教授：生理学系

高子芬教授：病理学系

刘 斌教授：组胚学系

贾弘禔教授：生化学系

张仲远老师：教学管理

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成立基础医学院督导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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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工作会

6次全体教学工作委员会会议

20余次包括临床专家参与的教改会

近百次教学主任及教学骨干参与的教改讨论会

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充分调动一线教师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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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课

解剖

组胚

生理

生化

免疫

…

验证性实验

课

论

了解理念

熟悉过程

论

以器官系统

为中心

20-24个病

例

综合实验

自主设计性

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确定基础医学院““““““““1+11+11+11+11+11+11+11+1””””””””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模式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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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课程优化成效

序号 课程名称 理论课时 实习课时 总课时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系统解剖学 18 30 72 54 90 84

2 组织学与胚胎学 44 40 46 40 90 80

3 生化 68 50 68 50

4 生理 72 48 72 48

5 医学细胞生物学 36 32 36 32

6 神经生物 54 18 54 18

7 病理 54 48 54 42 108 90

8 微生物 42 30 10 5 52 35

9 遗传 28 28 28 28

10 药理 50 40 50 40

11 免疫 37 36 37 36

12 寄生虫 18 14 27 24 45 38

13 生物物理 32 18 32 18

14 病生理 54 36 54 36

总 计 607607607607 468468468468 209209209209 165165165165 816816816816 633633633633

� 学科内梳理学科内梳理学科内梳理学科内梳理、、、、

学科间梳理学科间梳理学科间梳理学科间梳理、、、、

基础与临床基础与临床基础与临床基础与临床

联合梳理联合梳理联合梳理联合梳理

� 只讲授基本

知识点

� 形态学实习

内容纳入理

论授课范围

之内

一一一一、、、、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一一一一、、、、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

————————全面优化全面优化全面优化全面优化，，，，全面优化全面优化全面优化全面优化，，，，1414141414141414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门课程总课时优化至77%77%77%77%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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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三个层面实验教学三个层面实验教学三个层面实验教学三个层面：：：：

验证性实验验证性实验验证性实验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自主设计性实验自主设计性实验自主设计性实验自主设计性实验

除了5门形态学课程，余下9门课程系统梳理；

验证性实验：每个学科2个，第二学年完成；

综合性实验：依托于生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合计7个；

自主设计性实验：1个；

总课时255255255255学时学时学时学时优化至153153153153学时学时学时学时

已完成实验教学新方案（学科+学院统筹）

二二二二、、、、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二二二二、、、、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确定新方案

————————统筹安排统筹安排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多层次开展多层次开展多层次开展多层次开展，，，，注重能力培养注重能力培养注重能力培养注重能力培养统筹安排统筹安排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多层次开展多层次开展多层次开展多层次开展，，，，注重能力培养注重能力培养注重能力培养注重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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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学学学学 科科科科 实实实实 验验验验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学时学时学时学时

1 生化

血清蛋白的盐析、凝胶过滤 4

酶学实验 4

2 生理

血压和心率测量 4

家兔呼吸运动的调节 4

3 细胞

细胞的原代培养； 4

细胞化学染色 4
4 微生物 肠道杆菌的分离鉴定 5

5 遗传学

人类染色体G显带核型分析 4
人类基因组ＤＮＡ提取 4

6 药理

药物ED50的测定 4

磺胺类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和生物利用度测定 4

7 免疫

抗体形成细胞检测——液相小室法 7

常用免疫标记技术 7

8 生物物理

膜磷脂组成对膜通道功能的影响 4

量子点探针制备、活细胞标记及肿瘤在体影像学检测 4

9 病生理

酸碱平衡紊乱 4

缺氧 4
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75

实验教学实施方案——验证性实验（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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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实施方案——综合性实验（完成3个）

实验水平实验水平实验水平实验水平 开设单位开设单位开设单位开设单位 实验名称实验名称实验名称实验名称 学时学时学时学时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综合实验一 形态综合实验室 全脑缺血的蒙古沙鼠端脑神经元的形态

学观察

8 张卫光

综合实验二 机能综合实验室 血压调节和失血性休克 8 宋德懋

综合实验三 生化综合实验室 蛋白质免疫印迹检测caspase-3的活化 12 倪菊华

综合实验四 病原与免疫综合实验室

(1) 破伤风梭菌外毒素致病作用及抗毒

素保护试验；

(2) 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分离鉴定

8 王月丹

综合实验五 细胞与遗传综合实验室 抗癌药物诱导细胞凋亡（部分）

28 肖军军

综合实验六 细胞、遗传、生化、药理 抗癌药物诱导细胞凋亡（部分）

综合实验七 机能、微生物、病理 感染性休克 12 祝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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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式学习优势：

� 有益于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 将前沿和拓展知识点内容融入案例

� 培养学生自我、主动、终身学习的能力

� 加强团结协作精神

� 成立PBL中心：规范教学过程、系统培训师资、辐

射全国院校；

� PBL中心负责全部PBL教学工作。

三三三三、、、、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三三三三、、、、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学习

————————配合国家战略目标配合国家战略目标配合国家战略目标配合国家战略目标，，，，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创新人才培养配合国家战略目标配合国家战略目标配合国家战略目标配合国家战略目标，，，，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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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成立全国首个基础医学PBLPBLPBLPBLPBLPBLPBLPBL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

————————引领全国引领全国引领全国引领全国引领全国引领全国引领全国引领全国PBLPBLPBLPBLPBLPBLPBLPBL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教学的规范化管理

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PBLPBLPBLPBL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教学中心

病例撰写小组病例撰写小组病例撰写小组病例撰写小组 教学管理小组教学管理小组教学管理小组教学管理小组 师资培训小组师资培训小组师资培训小组师资培训小组 考核评估小组考核评估小组考核评估小组考核评估小组

确定确定确定确定casecasecasecase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组织撰写小组组织撰写小组组织撰写小组组织撰写小组

撰写撰写撰写撰写casecasecasecase

教师手册教师手册教师手册教师手册

学生手册学生手册学生手册学生手册

casecasecasecase培训培训培训培训

协调协调协调协调PBLPBLPBLPBL教学全过程教学全过程教学全过程教学全过程

教师教师教师教师、、、、学生管理学生管理学生管理学生管理

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处理教学过程中的

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突发事件

组织教学队伍组织教学队伍组织教学队伍组织教学队伍

确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计划

执行培训执行培训执行培训执行培训

确定考核方式确定考核方式确定考核方式确定考核方式

确定评估方式确定评估方式确定评估方式确定评估方式

考核题库建设考核题库建设考核题库建设考核题库建设

反馈教学效果反馈教学效果反馈教学效果反馈教学效果

组织学生组织学生组织学生组织学生、、、、教师互评教师互评教师互评教师互评

秘书处秘书处秘书处秘书处

教学办公室教学办公室教学办公室教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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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方案

27

� PBL课程名称：创新性思维训练课程（I、II），

两个学期，每学期100学时，4学分；合计8学

分；

� 10个器官系统，3个方向；

� 两个学期20个案例，10个/学期；

� 12-13人/组，每个案例三次讨论；

� 每两个案例后随机重新分组；

� 师资由PBL教学中心统一调配；



PBL教学——已完成的十个案例

28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案例题目案例题目案例题目案例题目 案例内容案例内容案例内容案例内容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承担教学承担教学承担教学承担教学

主要学系主要学系主要学系主要学系

F1 消化了自己的胃 消化性溃疡 宋德懋 生理

F2 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疼痛 王韵 神经生物

F3 儿子又“黄”了 新生儿溶血 王月丹 免疫

F4 我为什么会头重脚轻？ 高血压 李学军 药理

F5 我为什么变矮了？ 骨质疏松 张卫光 解剖

F6 “艾”情悄悄来临 艾滋病 王玲 微生物

F7 我想要个孩子 不育不孕 吴俊 组胚

F8 头晕心慌的程女士 贫血 倪菊华 生化

F9 不明原因的消瘦、心慌 甲亢 钟延丰 病理

F10 情系粉红丝带 乳腺癌 田新霞 病理



PBL教学——下学期十个案例

29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案例题目案例题目案例题目案例题目 案例内容案例内容案例内容案例内容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承担教学承担教学承担教学承担教学

主要学系主要学系主要学系主要学系

S1 我怎么老觉得渴 糖尿病 倪菊华 生化

S2 刷牙易出血 白血病 高子芳 病理

S3 我敢面对这一切，活下去 大肠癌 肖军军 细胞

S4 拒绝吃药的阿丽 系统性红斑狼疮 张毓 免疫

S5 如花生命渴望绽放 肾小球肾炎 徐海 病生

S6 献血被拒的小张 肝炎 李彤 微生物

S7 王大妈的怪病 帕金森 张永鹤 药理

S8 喘息中的绳先生 哮喘肺炎 刘从容 病理

S9 王老师的心路历程 心力衰竭 吴立玲 病生

S10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多脏衰 管又飞 生理



30

PBL教学——总体实施效果（2009级）



总 原 则：增加形式、扩大规模、规范管理、确认学分

实施对象：所有八年制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特 点：分层次、分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第二阶段

时 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导师确认 学院管理小组指定 双向选择

形 式 课外科研活动 � 参加课外科研活动

� 直接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

� 自主申报项目

学习要求 文献学习、参加组会 项目开题、中期汇报、项目结题及其他

评估考核 学习记录、学习笔记，导师

签字确认，记录学分

专家评审，评奖，优秀者推荐参加全国基础

医学创新暨实验设计大赛；

四四四四、、、、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四四四四、、、、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北医特色北医特色北医特色北医特色、、、、广泛认可广泛认可广泛认可广泛认可、、、、全国关注全国关注全国关注全国关注北医特色北医特色北医特色北医特色、、、、广泛认可广泛认可广泛认可广泛认可、、、、全国关注全国关注全国关注全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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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情况

32

� 建立并更新导师库，现有导师152名，教授55人、副教授

64人、讲师33人；其中院士4人；

� 2009级学生：

� 2011年3月启动进入项目第一阶段的学习，229名学生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

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学习，并按照要求提交了学习记录及综述等学习材

料；

� 2011年10月启动进入项目第二阶段学习，按照新的培养方案，进入轮转的实

验室进行学习；

� 可以参加“创新人才项目自主设计性实验” ，目前收到55份学生申请计划书，

已经完成了15份申请的函评和答辩评审工作，其余拟在近期完成；

� 2010级学生：

� 按照随机分配原则，237名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第一阶段学习；



专题讲座专题讲座专题讲座专题讲座：：：：配合小组讨论式教学，每次案例学习前1-2

次，基础/临床方面，包括涉及案例的基本知识、前

沿进展、最新技术、药物应用等等；

选修课选修课选修课选修课：：：：某一领域系统知识的学习，如手的局部解剖，新

发重大传染病，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为学有余力且

有足够兴趣的学生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研究

生、低年资讲师、临床医生等）。

五五五五、、、、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五五五五、、、、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专题讲座及选修课专题讲座及选修课

————————严格管理严格管理严格管理严格管理、、、、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辐射全校辐射全校辐射全校辐射全校严格管理严格管理严格管理严格管理、、、、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辐射全校辐射全校辐射全校辐射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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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PBL教学的专题讲座共11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讲座人讲座人讲座人讲座人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9月15日
案例二

针刺镇痛研究40年回顾 韩济生院士 神经生物学系

9月22日 疼痛基本知识简介及相关进展 王韵教授 神经生物学系

10月12日 案例三 The fetal-maternal relationship Pete Delves

10月13日
案例四

抗高血压药 李学军教授 药理学系

10月20日 阿司匹林的应用和前列腺素系统 管又飞教授 生理学系

11月3日 案例五 更年期与骨质疏松症 白文佩副教授 北大医院

11月17日 案例六 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及免费抗病毒治疗 张福杰教授 CDC

11月24日 案例七 生殖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马彩虹教授 北医三院生殖中心

12月1日 案例八 血管新生的分子基础 周爱儒教授 生化学系

12月15日 案例九 甲状腺疾病临床进展 王海宁博士 北医三院内分泌科

12月22日 案例十 乳腺疾病的初步认识 赵红梅教授 北医三院乳腺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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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期拟开设的选修课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负责人 学系学系学系学系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1 重要传染病病原学基础及进展 彭宜红 微生物学系 30

2 临床重大疾病的发病机制 吴立玲 病生理学系 18

3 高级神经生物学 王韵 神经生物 28

4 分子生物学进展 周春燕 生化学系 18

5 现代生物医学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尹长城 生物物理 22

6 恶性肿瘤转移：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 张宏权/方伟岗 病理学系 20

7 疾病免疫学 王月丹/薛殷彤 免疫学系 36

8 肿瘤病理学 田新霞 病理学系 22

� 共新开设8门选修课；

� 学生选课热情高涨，超过限选人数，均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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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包括平时成绩、期末考试、验证性实验成

绩；比例可由各学科自行把握；

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动态考核（出勤、操作、课堂回答问题、团

队协作能力、实验报告）；

小组讨论式学习小组讨论式学习小组讨论式学习小组讨论式学习：：：：动态评估（准备、参与程度、讨论、

思考、协作精神等）、综合考试（1个/学期，真实

案例的分析）；

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过程评估（开题、中期汇报、结题

报告、导师评语等）。

六六六六、、、、改革考核评估体系改革考核评估体系改革考核评估体系改革考核评估体系六六六六、、、、改革考核评估体系改革考核评估体系改革考核评估体系改革考核评估体系

————————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导向作用，，，，注重能力的评估注重能力的评估注重能力的评估注重能力的评估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导向作用，，，，注重能力的评估注重能力的评估注重能力的评估注重能力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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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BL考核方式为例

PBL最终成绩包括PBL案例学习过程评估（60%）和综合考试

（40%），每学期一个成绩，组成为：

�学习过程性评估学习过程性评估学习过程性评估学习过程性评估：：：：分为参与、准备、交流、研讨和团队5个方面

（各占20%成绩）；

�10个案例，每个案例评估1次，其中分为教师评估（80%）和学生互评

（20%）。

�70分为合格，原则上有一个案例学习的评估成绩达不到合格或以上，即

不可参加期末的综合考试。

� 综合考试综合考试综合考试综合考试：：：：以学习重点为基础，兼顾评估综合分析能力及问题的

分析和解决能力；

�期中考试：针对前5个案例内容，占总分20%；

�期末考试：针对后五个案例内容，占总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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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责任教育讲座——爱、责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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