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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校在留学生医学免疫学的教学过程中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同时将流行性传染病与

医学免疫学相关的一系列知识点融入医学免疫学的教学,注重对来华留学生展开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治疗

和疫苗接种的科普工作。 混合式教学模式为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自由度和灵活度,增强留学生学习的能

动性,提高医学免疫学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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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免疫学是临床医学专业必修课程,是临床

医学留学生教学培养计划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课

程[1-2] 。 免疫学在 20 世纪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
在消灭传染病及理解人类感染及非感染性疾病方

面均贡献巨大。 医学免疫学与各类传染病的预防

和治疗密切相关。 我院基础医学教研室立足本院

留学生教学的实际情况,结合免疫学与各类常见的

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和免疫等方面的紧密联

系[3] ,针对 2018 级、2019 级留学生的医学免疫学

课程,积极展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探索,顺利完

成教学任务,学生反响良好。

1　 留学生医学免疫学教学现状

既往针对留学生的医学免疫学教学,主要采取

线下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 医学免疫学主要分

为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两部分内容。 大课堂授课

可以很好的和学生面对面交流,采用双语教学,结
合 LBL+TBL 双轨教学模式[4] 。 实验课采取小组

制实验实操,每组 3 ~ 4 人,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

成实验操作。 部分留学生反应仅仅依靠线下理论

课和实验课学习不能很好地掌握课程内容。 因此,
单一的线下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教学要

求,急需将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满足留学生深

层次的学习需求。

2　 留学生医学免疫学混合式教学探索

针对上述需求,我院基础医学药研室医学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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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线下学习采

用小组制,探索 LBL+TBL 双轨教学模式。 线下教

学之外,积极开展线上教学平台。
2. 1　 利用在线网络平台进行线上理论教学

2. 1. 1　 利用超星尔雅展开在线理论教学　 本教研

室首选超星尔雅定期开放在线录播课程。 参照教

学大纲,每周两次录播课程,每次 2 学时。 对应大

纲要求的重点及难点内容进行精讲录播,熟悉及了

解内容进行引导性略讲,每课时分成 3 ~ 4 个小节,
每小节不超过 15min。 视频录制仍然采用中英文

结合的方式。 此外,每一章节均附录教学大纲、课
程 PPT 和课后习题。 上述课程资源开放一个教学

任务周,一周内可自由观看,并且可以回看、复看及

暂停,要求学生在教学任务周内完成不少于一次的

完整观看,并计入学分。 留学生可以自由的安排学

习进程,利用录播资源反复多次学习,可以就线下

学习未能完全掌握的难点和要点进行差缺补漏。
同时,每次课程之前均在线发布本节预习要点,课
程结束之后设置课后作业,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

题和简答题,涵盖每章节的重点及难点内容,让学

生通过做题及时复习,查缺补漏,并在规定时间内

提交作业,作业完成部分也计入学分。 同时在相关

课程中添加与流行性传染病相关的热点、要点小视

频,供学生参考学习。
2. 1. 2　 利用腾讯直播课堂,定期开设直播课堂　
直播课首先串讲近期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内容,然后

进入自由讨论环节。 讨论环节学生可提出问题,教
师进行解疑答惑;学生之间也可以针对某一问题进

行讨论分析,教师进行总结分析;最后,教师也可以

进行随机提问,查看学生掌握情况。 此外,开辟流

行性传染病热点交流小课堂,时间 15 ~ 40min,就有

关流行性传染病的知识要点,热点问题进行交流讨

论,在线解决留学生就各类传染性疾病与免疫相关

知识点的疑问。 直播课堂,提供了除线下课堂之外

的第二个面对面交流学习的平台,时间灵活,可及

时沟通交流解决学习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反响

良好。
2. 2　 医学免疫学线上线下混合式实验教学

  

结合实际需求,针对我校 2018 级、2019 级临

床专业留学生,医学免疫实验课程我们采取了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探索。 1)使用网络平台进行实

验课的预习工作。 针对每一个实验内容,网络平台

提前发放实验讲义及实验课程 PPT,同时录制实验

原理讲解视频,让留学生利用在线资源提前熟悉实

验内容及实验原理。 2) 实验课程环节采取小组

制,在教师讲解及演示过程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同步录制的实验操作视频,上传网络平台,供留学

生课后反复观摩学习。 同时,网络搜集和购买相应

实验内容的网络视频资源,供留学生参考学习。
3)课后,学生撰写实验报告,上传网络平台,教师

进行批阅。 4)线下实验课结束后开设直播课堂。
教师总结实验课程涉及的理论及实践操作要点,随
后与留学生展开在线交流,学生和教师可就实验过

程的难点、疑点展开探讨。 同时可就实验课涉及流

行性传染病的相关检测方法、检测原理进行讨论、
分析及进行检测指导。
2. 3　 流行性传染病知识要点融合入医学免疫学教

学
  

从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治疗,到疫苗的制备

等方方面面,都和医学免疫学息息相关。 在留学生

的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分步骤的引入传染

性疾病的相关知识要点。 结合免疫学在各类疫情

防控中实际应用,让学生更全面深入地学习了解有

关免疫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应用。 例如,
在绪论的讲解中,从免疫的基本概念“抵抗疫病,
免除瘟疫”,引入免疫学与传染性疾病的密切关

联;在细胞因子的学习中,引入新冠肺炎引发的细

胞因子风暴等。 具体的知识引入要点见表 1。
将针对各类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控与免疫学知

识的有机融合、串讲,可充分提高留学生的学习兴

趣,做到了真正的理论结合实际,让学生能够很好

的把免疫学的各种理论知识融入整个专业基础的

构建中去,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5] 。
2. 4　 针对留学生开展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治疗

和免疫的科普工作
 

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免疫与传染性疾病

相关知识的学习讲解,另一方面针对如何结合免疫

学的知识对各类传染病进行预防、治疗,如何进行

科学的接种免疫,如何进行免疫学检测等展开了一

系列科普工作。 例如,在实验课程免疫血清的制备

学习中,利用实例向留学生科普当下中国如何进行

科学准确的传染病检测,包括抗原检测、核酸检测

及血清学检测等;开设了有关疫苗制备的讲座,向
留学生科普疫苗的制备原理,具体方法及流程以及

我国针对各类传染病的疫苗的研发、推广和应

用[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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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流行性传染病知识要点有机融入医学免疫学的教学

课程章节 相关知识引入 知识要点

绪论 流行性传染病

疫苗

流行性传染病与免疫学的发

展史、疫苗发展史

抗原 HBV 的抗原检测 抗原的分类,临床常见抗原

免疫器官 肺部与免疫系统是两种病毒主要的靶器官 外周免疫与淋巴系统

抗体 抗体与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

抗体快速检测

抗体的制备

抗体的基本机构与高度特异性

补体系统 病原体激活补体系统 补体的激活,补体的功能

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风暴与新冠肺炎 细胞因子与炎症

MHC HLA 基因与传染性疾病的个体易感性差异 HLA 与疾病的易感性
固有免疫细胞 预防 HIV 病毒感染 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NK
APC 病毒感染中的抗原呈递 MHC

 

I
  

pathway
B 细胞及体液应答 针对病毒抗体谱产生的 IgG、IgM B 细胞产生抗体介导体液免疫

T 细胞及细胞免疫 肺炎患者 CD4+T、CD8+T 的血清学诊断 T 细胞的分类及免疫应答

实验 1 抗体的制备 “血清疗法”治疗传染病 免疫血清的制备、分离和纯化

实验 2
 

ELISA COVID-19 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检测试剂 ELISA 的基本原理与操作

3　 混合式教学的考核评价

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混合式教学的新模式,
 

针

对 2018 级临床本科留学生我们采取了新型的过程

性考核方式-线上线下的混合式考察,具体见表 2。
对比分析了 2016—2019 级留学生医学免疫学期末

总成绩,结果显示近两年采用混合式教学的留学生

期末总成绩平均分优于 2016 级、 2017 级的留

学生。

表 2　 2018 级本科留学生课程考核表

考核项目名称 考核内容 评价方式 权重

线上直播学习 观看课程直播 平台计分 5%
线上录播学习 观看视频、教学资料情况 平台计分 10%
线上自主学习 线上所有作业完成情况 平台计分 5%
线下作业 免疫学与疫情相关分析论文 教师计分 10%
实验预习考核 观看实验原理及操作视频 平台积分 5%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书写情况 教师计分 10%

 

理论考核 考核课程理论知识掌握情况 平台计分 55%
合计 100%

4　 结语

此次针对 2018 级,2019 级留学生医学免疫学

混合式教学的初步探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与传统的线下教学相比,利用在线教育网络平台,
留学生可以自行安排线上学习进度,在线利用课程

录制视频、习题集、免疫学动画、课程 PPT 等学习

免疫学的重点、难点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时间都较

以往线下课程更为灵活。 从年级期末成绩分析,混

合式教学的平均分高于以往单纯线下教学的平均

分,学生满意度高。
本次混合式教学过程中,将有关流行性传染病

的知识要点有机融入医学免疫学的实践探索中去,
是对理论结合实际应用的一次全新全面深入的探

索,一方面,顺应了留学生学习流行性传染病的知

识需求,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及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对免疫学研究兴趣;另一方面,扩展了留

学生科学防控传染病的知识贮备和能力。 在今后

留学生的教学中,可适当转变以往单一的线下教学

模式,进一步开展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 尝试将

线上和线下教学的各自优势发挥出来,同时避免各

自的劣势,将两种教学模式有机融为一体,更好地

为留学生服务,以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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