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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飞行的鸟类到奔跑
的猛兽”“从五彩缤纷的繁花似锦
到直插云霄的参天大树”“从充满
生机的盎然绿色到秋冬层林尽染
的草木枯黄”……在一幅幅讲述
生物进化的动态简笔画中，“现代
生物科学导论”带领着万千学子
们走进神秘的生物世界。

在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上海
市教学名师卢大儒领衔下，团队
近20人打造的线上课程“现代
生物科学导论”，于2019年9月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下文简
称：慕课）上线。

截至目前，该课程已完成第
七次课程的开设，累计选课人数
达1万5千人次左右，并被云南
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辽宁大学
等多所大学作为小规模限制性
在线课程应用。2021年春季学
期起，甘肃医学院又将这门课程
作为学分认定课程应用。2023
年，该课程入选第二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课程。

携手揭示生物的奥秘

在对校内学生开设的“现代
生物科学导论”课程上，讲台上
的卢大儒，每每在讲授重要知识
点时，总是娓娓道来，并时常通
过补充小故事的方式丰富着课
堂内容。

放眼望去，整个教室坐满了
人。其中既有大一自然科学大
类的新生，也有旁听的老先生，
他们都跟随着卢大儒的节奏感
知着生物的魅力。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堂揭示
生物奥秘的课程，至今已传承二
十余载。

秉承着谈家桢先生提出的
将“现代生物科学导论”作为本
科生教育必修课程的理念，在国
家级教学名师乔守怡先生等的
极力推动下，复旦大学于2000
年在全国高校中首次将该课程
设置为理科平台课。

经曹凯鸣、杨金水和卢大儒
等教授领衔的团队的创建和发
展，该课程注重传承与创新，
2005 年获评上海市精品课，
2011年出版《现代生物科学导
论》教材。

团队现由19位专业互补的
老中青高级职称教师构成，他们
结合自身的优势，在线下课之
外，还共同精心打造着该课程的
线上课程。考虑到学生本身选
课前的生物学基础的差异，团队
在打造线上课程时将“基础理论

知识及背景”与“热点前沿问题”
并重。

在卢大儒看来，生命科学本
身是很琐碎的，需要根据它的

“精神骨架”，将最重要的点融入
其中。

为此，团队在强调时代性
的同时，通过解读身边的生物
学现象或前沿和热点问题的
方式，以期达到引发兴趣与锻
炼学生提出、分析和解读问题
能力的目的。

“它真的像一个生命科学导
论，这个引导一定是要全面、客
观、具有整体框架的，不是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但是在看到森
林以后，同时要知道森林的未来
在哪里。”卢大儒如是说。

融合专业与“现代”

谈及该线上课程的建设和
发展时，卢大儒坦言：“这是集体
的智慧。”

考虑到时代发展的需要和
复旦的教学特色，在团队成员的
积极支持和共同推动下，由卢大
儒领衔的教学团队于 2016年
底启动了在线课程的建设。

课程定位为理科生和医科
生的平台课，既不是通识教育课
程，有一定的专业深度，但又不
同于专业课程。如何在课程设
计上既注重生物科学的系统性、
经典与前沿紧密结合，又能够强
调分子机制等“现代”特色？

为此，从 2016 年启动到
2019年在慕课平台推出，团队
先后进行了多次的修改与打磨。

为了将经典与前沿紧密结
合，凸显出课程“现代”的特色，
团队不仅重视微课本身与思政
的贯穿，还在集体思想的碰撞
下，每期提供专门为该课程特
设，由院士、专家学者等精心打
造、介绍生命科学前沿和热点的

“名师讲座”。通过大师们的科
研故事、治学精神，将课程思政
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之中，让学生
能切身感受科学家的魅力，更深
刻领悟科学思维和精神，提高学
习兴趣。

课程开设以来，团队不断
丰富完善，将课程内容提质升
级，在不断改进并完整运行 3
期慕课的基础上，团队于2021
年出版了《现代生物科学导论》
数字课程。

事实上，在进行线上课程搭
建时，团队还通过“以赛促改”的
形式，对线上课程内容不断进行

优化与更新。

思有“标答”之问
也思无“标答”之问

目前，相较于线下课程，线
上课程所带来的内容和提供的
线上讨论空间也提高了课程本
身的灵活性，两者彼此之间是

“相辅相成”的。
由于学生本身基础的参差

不齐，一方面，对于基础稍差的
同学可以随时学习微课，进行查
漏补缺；另一方面，对于基础较
好的同学则可以拥有更多的时
间去关注前沿、关注平台所提出
的讨论问题。

为此，团队成员集思广益，
提出和微课相关的讨论题，以拓
展学生的能力。测试题和讨论
中，既有简单的“标答”问题、也
有颠覆传统观念的新观点，还有
促进学生拓展阅读、思辨分析的
无“标答”问题，有效提升学生在
知识、能力与素养等方面的学习
成效。

未来，团队将进一步结合
实时情况对微课内容进行调
整、升级和补充，对于前沿热点
板块的内容也会进行新旧替
换，期望能够在已有的第一版
数字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完
善并推出第二版。同时，为了
更好地提高微课质量，团队也
期望推动更多老师参与微课比
赛，实现以赛促改的目的。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实习记者 张校毓

传承二十余载，打造“现代生物科学导论”

以心换心，攻克儿童心血管疾病“壁垒”

弘扬教育家精神

▲教学团队领衔人卢大儒在给学生授课

“医生的职责是看病——诊
断、治疗、管理病人，但是看病只
是医生的基本功，最重要的是要
学会看病人——把病人当成一个
人来看。”黄国英曾经担任了十几
年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
长，他总是会强调，医生不仅要掌
握技术，还要具备人文关怀。

2023年，在黄国英带领下，
儿童心血管疾病教学团队获评

“钟扬式”好团队。
该团队创立于 2015年，

不断探索、改革与推进儿科学课
程教学模式；对先天性心脏病、
川崎病等儿童重大疾病展开深
入研究；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
应用于临床，服务于社会，构建
具有推广示范价值的疾病筛查、
诊断、评估、干预和救助体系，真
正做到了“以心换心”。

教授就是要上课

“教授就是要上课。”团队带
头人黄国英说。团队面向本科生、
研究生、进修生、留学生开课，不但

“什么课程都上”，还率先从国外引
进“以问题为导向”的PBL教学模
式，推行模拟教学方法、混合式教
学模式和双语教学模式，做到了全
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教学改革。

理论课上，他们则采取“线
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生先观看老师提前录制的慕课
视频，再参与线下的“翻转课堂”，
老师围绕新的知识提出问题，学
生进行小组展示和讲解，老师点
评并解答疑惑。这两种教学模式
的结合不仅旨在传授临床经验，
还将其上升成一种临床思维，使
学生在自主解答问题的过程中，
不断巩固知识并得到新的启发。

“儿科有其自身特点和特殊
要求。”黄国英说。在他看来，儿
科的特殊性在于两点：首先，儿
科是“哑科”，儿童无法清晰表达
自身需求，“因此儿科医生必须
培养较强的观察能力和责任感，
用心检查和关注病情，否则就会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其次，儿科
医生要掌握不同年龄阶段疾病
的特征，“因为在儿童生长发育
的不同阶段，疾病表象和体征不
同，治疗方法也不尽相同，所以
儿科医生必须要清楚自己面对
的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团队一直在推行和探索以
“导师制”为主体的临床实践教
学——学生在理论课上学习医
学知识后，进入医院展开实地见
习和实习，将所学的书本知识与

实际经验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临
床应用能力。

用实践改写教科书

“看病是应用知识，教学是传
播知识，做科学研究则是创造知
识。”黄国英与团队一直以来都在
努力平衡临床、教学和科研，培养
医教研有机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有雄心壮志要改写教
科书。”在描述自己团队的科研
目标时，黄国英笑道。在他看
来，在医学研究方面，提出新的
病理学学说、新的发病机制、新
的疾病筛查和诊断方法、新的治
疗手术和新的康复手段等、，都

是在创造新知识，可以充实教科
书。而复旦大学儿童心血管疾
病团队的部分科研成果也的确
被纳入了新的教科书中，在社会
上获得广泛认可和应用。

团队还在国际上首创准确、
简便、无创伤、低成本的新生儿先
心病“双指标”筛查方案。根据黄
国英介绍，这种筛查方法能在婴
儿出生3天之内，花3分钟时间，
发现92%以上的致命性先心病，
第一时间进行诊断和治疗，将其
死亡率从30%降低到5%左右。

翻山越岭去“听”孩子

“最远到过西藏、云南，最近

的是江苏、浙江。”心血管中心主
任刘芳自豪地说。十多年来，团
队始终坚持投身社会服务，足迹
遍布全国各地。每年，到了春夏
时节，团队都会去偏远落后地区
做义诊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参与义诊活动时，刘芳会先
用听诊器进行初筛，如果听出杂
音，就会安排做进一步的心超检
查，有时一天在学校里会“听”
2000至 3000个孩子，最后听
得耳朵连碰都不敢碰。

2019年11月至2020年6
月，心内科副主任赵趣鸣在云南
省深度贫困县绿春县开展医疗
扶贫工作。为了尽最大可能地
解决贫困地区儿童先心病漏诊
和误诊问题，他联系当地政府和
扶贫办实施团队首创的“双指
标”筛查方案，并主动要求扩大
筛查区域，采用最为精准但也最
耗时耗力的方法——用心脏超
声检查仪为当地所有学校的所
有孩子进行检查。他说：“一切
为了孩子。”

“以心换心”“医者仁心”
“同情心”“同理心”……这是
儿童心血管疾病教学团队的
真实写照。

实习记者 李昂丁超逸

▲黄国英带领团队成员进行临床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