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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及其引起的艾滋病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话题。对于教师，

如何才能在教学过程中针对HIV病毒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从内容重组、教学拓展、互动模式、课

程思政、课程评价等方面做出探索和阐述，以期更好地促进学生参与课堂和掌握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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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nd AIDS are familiar topics to college students but not so 
well-understood for most students. For teachers teaching HIV, how should they achieve better re-
sul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expound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tent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36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5362
https://www.hanspub.org/


范锦博 等 
 

 

DOI: 10.12677/ae.2023.135362 2309 教育进展 
 

reorganization, teaching expansion, interactive mod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cur-
riculum evalu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mas-
ter the teaching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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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微生物学》作为本科医学类专业重要的主干课程，在医学生的培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开设本课程之前，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完成了生理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等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

对于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功能、免疫应答等内容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让学生更好地掌握重点、难点内容，作者对于 HIV 病毒的教学创新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作者所选的

班级学生专业知识储备充足，乐于参与课堂互动，具备开展教学创新的基础。 

2. 教学设计的创新 

2.1. 教学内容的重组 

在讲解 HIV 病毒内容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病毒学总论的内容，对于病毒的传播方式、感染类型、

致病性和免疫性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医学微生物学》教材[1]一般以“三性两法”(生物学特性，致病

性，免疫性，微生物学检查方法，防治方法)为提纲对各个微生物进行阐述。这种内容编排方式框架完整，

结构鲜明，但在授课过程中稍显呆板、不够灵活。 
而在本次教学探索中，作者以病毒入侵的过程为依据重新编排了课程的讲解顺序，具体次序为：病

毒从哪儿来(传染源)、病毒如何传播(传播途径)、病毒侵入人体后如何复制(HIV 病毒的复制机制)、病毒

复制如何引起疾病表现(HIV 病毒造成 T 细胞损伤的机制)和艾滋病的临床表现(致病性)。这种教学内容的

重排更加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从感染的源头到原理机制，再到临床表现，能够增强学生对内容的理解。 

2.2. 教学内容的丰富 

HIV 病毒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掌握 HIV 病毒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和 HIV 病毒复制的机制，熟悉 HIV
病毒颗粒的基本生物学性状、HIV 造成 T 细胞损伤的机制。然而，教材中的内容普遍具有滞后性，未能

根据最新科研进展更新。为了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培养创新思维，作者还将最新科研进展引入课堂来

丰富内容，以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探索科学前沿的兴趣和能力。 
例如，在介绍 HIV 病毒复制的内容时，由于此过程中的各种酶(逆转录酶，整合酶，蛋白酶)正是抗

HIV 药物靶点选择的重要依据，作者据此引出课外自学内容“抗 HIV 药物的作用靶点”，引导学生自主

探索，将课本内容联系临床转化实践。 
除此之外，在 HIV 病毒造成 T 细胞损伤的机制方面，由于机制繁多复杂，作者将各种机制分类归纳，

选择重点进行讲解，并引入科研前沿内容“细胞焦亡”(由细胞炎症因子引起的细胞的程序性死亡[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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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效应”(HIV 病毒感染者体内大部分死亡的 T 细胞其实是并未被 HIV 感染的细胞，而只是由于

位置上处于 HIV 感染的细胞的周围儿而受到波及[3])。目前细胞焦亡这一话题在课本中尚未引入，却是

近年科研的热点话题。细胞焦亡与细胞凋亡一字之差，同样是细胞的程序性死亡，都在 HIV 发病过程中

起到重要作用。细胞焦亡参与艾滋病发病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使是没有被 HIV 病毒感染的 T 细胞也有可

能由于周围被 HIV 感染的 T 细胞的细胞焦亡释放出的炎症因子引发进一步的细胞焦亡，这种效应就像炸

弹爆炸，一般会造成指数级的扩散。 

2.3. 互动模式的创新 

为了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作者在课前布置了预习任务，同学们以小组形式研讨 HIV 病毒

颗粒的基本生物学性状。由于此部分内容理解起来较为容易，学生在课堂实践中一般可以较好掌握。在

上课开始时，小组代表上台为全班同学讲解他们的预习成果。通过翻转课堂的规划，一方面学生掌握了

学习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准备 PPT 演讲的过程中很好地锻炼了 PPT 制

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课堂展现能力。 
在课后拓展内容中，关于抗 HIV 药物靶点选择的内容也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研讨，最终会在下节

课以 PPT 的形式由组员汇报。拓展内容具有一定的挑战度，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PPT 汇报可以方

便教师检验课后学习的效果。 
通过这样的教学安排，学生在课前能够独立完成相对简单的课程内容，在小组讨论中锻炼语言、沟

通等能力；在课堂中，学生跟随教师的教学规划完成既定的学习目标，巩固重难点内容；而课后作业相

对较难，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2.4. 教学资源的丰富 

在讲解 HIV 病毒复制的过程中，逆转录和整合是其中最重要的步骤。针对课程的重难点部分，作者

在讲解过程中加入了教具，使用彩色毛绒铁丝制作双螺旋结构来展示 HIV 病毒逆转录过程中出现的 RNA、

RNA-DNA 中间体、单链 DNA、双链 DNA、宿主基因组 DNA 等结构。学生需要使用教具配合老师的讲

解，将相应的 RNA 或 DNA 模型摆放在白板上以对应 HIV 的复制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直观地将将 HIV
病毒复制展示出来，有效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此外，本课程灵活利用学习通平台，将国内外优秀慕课以及拓展内容发送给学生。教师可从后台查

看各个内容的观看次数、观看频率，有效地监督学生自学的进度。同时通过学习通平台发送课后习题，

根据学生的自测结果和其他统计数据灵活判断课堂上应着重讲解和强调的内容。 

2.5. 思政内容的多元融入 

课程思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学生培养中的重要性越发显著，而在医学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引

入的思政内容对于培养未来医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至关重要[4]，因此作者在多处教学环节

设计了人文教育的融合。 
首先，作者在课程引入部分使用了“艾滋病村”的例子。通过介绍艾滋病村的由来、展示村中人们

的生活状态，引出国家对于艾滋病村帮扶整治的政策，让学生们深刻体会到国家在防治艾滋病、救治艾

滋病患者患儿上做出的努力和成果。 
在讲解 HIV 的传播途径时，强调 HIV 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为性传播、尤其是同性恋之间无保护的性行

为，同时展示 HIV 感染者的最新数据，让同学们认识到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离我们并不遥远。提示

同学一些 HIV 感染者很可能处于潜伏期，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是病毒重要的传染源。通过理论教学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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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提醒同学们交友一定要谨慎，如果发生性行为一定要使用保护措施，否则 HIV 病毒一经感染，终

身带毒。 
在讲解辅助受体 CCR5 参与 HIV 病毒复制过程中的作用时，引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从医学伦

理学的角度批判严重违反伦理的科学研究，让学生理解到真正为解决人类疾病问题的科研与纯粹为了追

名逐利而进行的实验之间的区别。引导学生深入思索如何利用自己所处的优越条件，寻找自己的人生目

标，坚持自己的初心，为人类医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6. 教学评价的创新 

为了检验上述创新方式在教学实践中的教学效果，作者将学生的教学评价也纳入平时成绩的一部分，

以此督促学生认真对待问卷调查。学生普遍表示可以掌握和理解本次课程的重点和难点；虽然课后拓展

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和教师答疑，实现了拓展知识的教学目标；一些同学表示 PPT
展示的内容虽然不多，但准备过程也具有挑战性；学生对于思政内容感触颇深，明白了医学生的使命和

责任。 

3. 结语 

此次关于《医学微生物学》中 HIV 病毒的教学只是作者在整个学期中教学创新探索的一个缩影，其

中既有教学效果明显的地方，如创新性地重排课程内容，学生普遍接受程度高；也有效果不明或无法检

测的地方，例如最新科研拓展内容不在考试范围内，教师对这方面的创新探索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教学效

果，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做调整和应对。作者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将继续挖掘创新元素，坚持“因材施

教”的理念，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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