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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诊断学》课程教改略述 

杨清玲，陈昌杰，武文娟，马佳，周继红 

(蚌埠医学院，安徽蚌埠，233000) 

[摘要] 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学科前沿，国內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针对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 

育都开设了分子诊断学的相关课程。为了实现分子生物学技术与临床诊断相互渗透，我们主要从教学内容的模块 

设置、实验教学系统的建立、具有综合能力师资的培养三个方面实行改革，把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探索能力和 

创新能力放在首位，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的临床分析综合能力达到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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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诊断学课程是一门在医学分子生物学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课程，以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 

为基础，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人体生物大分子 

的存在、结构及其表达调控，从而为疾病的预测、 

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在临床上 

广泛应用于遗传性疾病、 传染性疾病、 肿瘤、 法 

医学等领域，其临床意义在于不仅能够对疾病作出 

早期诊断、 确切诊断，而且还能确定个体归于疾 

病的易感性以及疾病的分期分型、疗效监测、预后 

判断等, 因此，医学检验专业开设分子诊断学具有 

重要意义。 [1] 

上个世纪 90年代，为了适应分子生物学发展， 

我校在医学检验专业中开设分子遗传学选修课，学 

时为 20 学时。1999 年，基因诊断在我国兴起，当 

时国内还没有合适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校及时组 

织相关教师，参考国内中山医科大学罗超全教授主 

编的《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编写了诊断分子生 

物学，并作为医学检验专业的选修课教材，理论课 
33 学时，实验课 3 学时。 [2] 为进一步规范教材的选 

用，2003 年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分子生物学检 

验技术 》(傅桂莲、樊绮诗教授主编)，内容侧重分 

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专供医学检验专业使用。 
2006 年选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分子诊断学》 
(吕建新、尹一兵教授主编)，并把分子诊断学课程 

名称正式编入医学检验专业培养方案中。现将我们 

对本课程的教改情况略述如下： 

一、修订检验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分子诊断学 

教学大纲 

根据学科发展及检验医学发展趋势，及时调整 

培养方案，借鉴兄弟院校经验。2006年，把诊断分 

子生物学课程名称正式改为分子诊断，学时数进行 

调整，增加实验课学时数，作为医学检验专业必修 

课。分子诊断学教学中存在两个实际问题：一是在 

医学检验专业培养方案中前期理论课课程中没有 

系统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而在生物化学中 

涉及分子生物学理论的基本是空白，并且生物化学 

是在大二上学期开设，而该课程侧重讲授分子生物 

学技术，因此学生听课比较吃力，理解困难，难以 

掌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次上课时要 

求学生把生物化学遗传信息传递复习，另外我们建 

立了分子生物学网络课程，学生课余可有针对性在 

网上学习分子生物学知识。二是更新和修订教学大 

纲。根据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 

点，我们对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减少分子生物学 

理论部分学时数， 如基因组结构， 仅要求学生了解， 

掌握的内容主要是基本概念；授课重点针对临床常 

用的分子诊断技术(如  PCR、荧光定量  PCR、核酸 

分子杂交等)、以临床常见感染性疾病  (如乙型肝炎 

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 及遗 

传病  (血红蛋白症、甲型血友病)等分子诊断方法的 

讲授，结合临床诊断讲授其内容，做到重点突出， 

紧密联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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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时调整理论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制约 

着分子诊断学的教学效果。首先，分子诊断学是从 

分子水平研究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和采用相应的 

实验室诊断方法。由于缺乏直观形象的感性认识， 

学生不易理解，容易对这门课产生畏惧感，缺乏学 

习兴趣，并且在我校目前属于选修课程，学生缺乏 

重视。其次，分子诊断学是一门以分子生物学实验 

为基础的课程，实践性较强，实验教学对加深理论 

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实验技术应用能力和形成 

职业岗位能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分子生物 

学实验往往耗时、费力，而且用于试剂和仪器开销 

也比较大， 需要昂贵仪器设备， 对于一般院校来说， 

实验教学很难开展，阻碍了分子诊断学实验课的广 

泛开展。我们探索性将理论教学的知识架构分为三 

部分：分子生物学基本理论知识、分子生物学技术 

和分子生物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学时分配的重点 

在技术和疾病诊断方面。 

三、创新实验教学内容和方式 

过去主要是分子生物学实验，与临床结合不紧 

密，学生没有兴趣，教学效果不好，加上试剂仪器 

昂贵，所以分子诊断学在实验教学上很难取得很好 

效果。要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人才，开出的分 

子诊断学实验就要具有先进性，要有高水平的实验 

技术理论。 [3] 一直在考虑分子诊断学实验课主要是 

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分子诊断学和分子生物学 

实验教学的不同点是什么？通过毕业学生问卷调 

查和实习回校座谈了解学生在临床上的需要，我们 

及时调整了实验教学内容：以疾病为线索，以国家 

医药管理局批准的分子诊断试剂，采集临床标本， 

模拟医院检验科操作过程进行教学，学生积极性提 

高，实验结束后讨论实验结果，这样学生到医院就 

能与临床接轨，和国内其他院校分子诊断学实验教 

学内容上有区别。 [4] 为了解决学生分子生物学实验 

基础知识缺乏问题，我们利用针对我校生物科学专 

业建立的“分子生物学”网络课程的平台，将分子 

生物学实验操作全程摄像并挂于网上，学生在进实 

验室之前，引导学生观看分子生物学基本实验技术 

视频，以了解实验室的基本情况、注意事项和常用 

仪器、器材的使用方法；通过分子生物学网络课程 

中分子生物学实验录像，熟悉实验过程，这样即减 

少课堂上讲实验操作，又可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鼓励学生发现问题，并 

通过独立思考解答问题。在实验课过程中使用计算 

机辅助教学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实验效率。 [5] 开展 

临床上常见疾病分子诊断，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 

病毒定量、结核、淋球菌感染定量检测等。采用临 

床标本，涉及核酸提取，扩增和结果分析，通过一 

个实验，可以掌握教学大纲中要求的多项内容。为 

克服试剂昂贵的实际问题，我们主动和国内生产分 

子诊断试剂公司联系，让他们免费提供试剂，在教 

学过程中避免做广告嫌疑，只是说明试剂由该公司 

提供，并不和其它试剂公司比较评论。分子诊断学 

仪器昂贵， 如荧光定量 PCR 仪等， 教学实验室缺乏， 

我们利用科研实验室分子生物学仪器设备，为学生 

开设实验课，基本仪器设备由教学实验室提供，如 

离心机、电泳设备等。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分子诊断不仅涉及分子生物学基本理论 

和技术，还需要有一定的临床疾病诊断的知识储 

备， 因此， 在分子诊断师资队伍的选择和培养方面， 

我们综合考虑了教师的知识背景，选派具有医学背 

景的青年教师外出参加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分子诊 

断培训班及研讨会，即提升分子生物学基本技能， 

也提高其临床诊断分析能力。 

五、改革考核方式 

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通过考试检查每个学生 

的学习效果，是每门课程必不可少的环节。由于长 

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考试 

的导向性和指挥性认识不足，学生学习是为了考 

试，教师批改试卷只是为了评价学生成绩。本门课 

程是在检验专业第七学期，结束后学生进入实习， 

我们根据本学科特点采用灵活考核方法。采用闭卷 

考试（内容灵活，与临床密切相关，考核学生对知 

识理解和应用能力）和实验课成绩（实验报告，平 

时成绩各占 50%）进行考核和成绩评定，这样学生 

不会为了应付考试而去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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