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http://www.biother.cn

Chin J Cancer Biother, Nov. 2022, Vol. 29, No.11

∙教育与推广∙DOI：：10.3872/j.issn.1007-385x.2022.11.018

基于PBL理念的融合式教学法在肿瘤生物治疗学专题课程建设中的实践

Practice of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B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topics in cancer b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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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肿瘤生物治疗学是生物医学相关各专业需要学习的课程，因其涉及医学免疫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药学

等多学科内容，综合性强，在教学中通常各学科各自为政，仅从本学科角度讲授某一部分知识，学生常有“门中窥物，难以见得全

貌”的困惑。针对当前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肿瘤生物治疗学专题课程的建设，在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已具备相关学科知识

的基础上，基于PBL理念对肿瘤生物治疗学专题课程的融合式教学进行初步探索，通过设计围绕肿瘤生物治疗产业链的“问题

链”，通过分组讨论与协作探究解决方案，引导学生从全链条理解肿瘤生物治疗的开发与应用，培养科研思维；同时在教学中融合

多媒体教学与课程思政教学，以期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提高积极性从而融会掌握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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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生物治疗，尤其是免疫治疗，是肿瘤治疗领

域的革命性进展，已经改变了实体瘤、血液肿瘤的治

疗格局,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权威组织、专家的广泛共

识，也成为了医学院校各相关专业均需学习的重要

内容。其内涵通常包括肿瘤的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和基因治疗等，涉及免疫学、细胞与分子生物

学、基因工程、药学等多学科知识。在以往面向

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中，由各学科分别教授

与本学科密切相关的肿瘤生物治疗内容，知识点碎

片化；又因学科交叉而产生知识点重复的问题，导致

难以形成系统，教授、学习效率低。石红艳等[1]研究

认为，专题授课为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探索建设“肿瘤生物治

疗学”专题课程 ，将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理念与融合式教学方法相结合：

联系现实，设计一系列医学问题提升学生兴趣，同

时梳理肿瘤生物治疗学脉络、整合多学科知识

内容，启发学生的系统思维，快速构建产业链整

体图景并理解基础知识的应用，同时深度融合多

媒体教学与课程思政教学，旨在培养创新型、应用型

的高素质生物技术人才。

1 肿瘤生物治疗学教学现状

肿瘤生物治疗是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及其产品进

行肿瘤防治的全新治疗模式。21世纪以来，生物治

疗方法成为了肿瘤临床治疗中备受重视的治疗手段

之一，成为继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后的第四大治疗方

法。随之而形成的肿瘤生物治疗学，是一门综合多

个领域知识的飞速发展的新兴学科。以往的教学

中，肿瘤生物治疗学的内容散在分布于各个相关基

础学科的教学中，如在《医学免疫学》课程中介绍肿

瘤免疫治疗知识、在《蛋白质工程》课程中介绍抗肿

瘤单克隆抗体药物，以及在《遗传学》课程中涉及肿

瘤的基因治疗内容。首先，知识输入呈现“碎片化”，

加之间隔时间较长，导致学生无法形成完整的学科

知识脉络。同时，由于学科交叉，如细胞免疫治疗内

容在《医学免疫学》、《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等课

程中又会反复出现。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各科

教师各自为政的情况，未能统筹安排授课内容，导致

学生产生困惑甚至厌倦情绪。其次，每个教研室的

专业定位不同，会出现授课时“厚此薄彼”的情况，如

侧重对CAR-T细胞、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讲授而略

过基因编辑、纳米材料的应用等内容，导致学生不能

掌握前沿进展——对于肿瘤生物治疗学这一发展日

新月异的学科来说，往往在学生毕业进入工作岗位

时，所掌握的知识已成明日黄花。

2 肿瘤生物治疗学课程建设初探与实践

肿瘤生物治疗学所涉及的知识内容有很强的理

论性、实践性，需要学生在学习时已经具备多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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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知识，生物技术专业本科大三学生已经学习

过相关学科知识，具备了理解肿瘤生物治疗原理、应

用的基础，此时向其系统、全面地讲授肿瘤生物治疗

学课程内容，一方面能够帮助其巩固前期学习的知

识，另一方面，通过围绕“产业链”的“问题链”能够启

发学生的整体思维，从产业链角度形成肿瘤生物治

疗学的全景图。

2.1 优化课程设置

结合课程的基础性与前沿性，优化课程设置。

在教材的选用中发现，现有关于肿瘤生物治疗学的

专著较少，而且出版时间均在7~10年前，书中内容已

不能体现学科进展；另外，相关专著内容对于生物技

术专业本科生而言过于专深，不宜作为教材使用。

最终采用了“无固定教材”的形式，以对现有教材中

“抗体药物的研发与应用”部分的修订为切入点，添

加了肿瘤生物治疗学相关的最新进展，进而开展专

题课程。在课堂讲授中，根据学生的知识积累设置

问题，引出肿瘤生物治疗学课程内容。课程内容主

要分为三部分：（1）肿瘤生物治疗的内涵；（2）肿瘤生

物治疗的原理；（3）肿瘤生物治疗的临床应用。在整

个授课过程中，以一系列问题为线索，采用启发式教

学，鼓励学生主动思考与讨论[2]。

2.2 PBL教学“问题链”设计思路

PBL作为一种以问题为驱动的设计学习情境的

教学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将学生作

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方法，能够提升学生思考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质量[3-4]。针对肿瘤生物治疗

学课程知识点复杂的问题，需引导学生将抽象的理

论知识转化为在肿瘤生物治疗产业链中的应用，采

用PBL教学法，通过提问并指引学生解决问题，可以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

同时，挑选具有趣味性、传奇性的科研故事，引导学

生建立科研思维，使学生了解其所学知识在科研实

践中的应用，促进学以致用[5]。

2.2.1 问题导向设计 以本主题课程中“单克隆抗

体与肿瘤的靶向治疗”部分的教学设计为例，首先向

学生讲述曲妥珠单抗曲折、传奇的研发故事，激发学

生对靶向药物的兴趣。随后，沿抗肿瘤抗体药物的

研发、应用路线，提出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从研发

者的角度主动思考，解决问题，如提出第一个问题

“一个良好的靶点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带领学生回

顾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征、抗体药物抗肿瘤的分子

机制；进一步提出第二个问题“如何筛选良好的靶点

分子？”，在学生回答后予以补充最新的靶点筛选技

术；提出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型问题“如何开发

靶向某个肿瘤标志物的抗体药物”，引导学生结合

《医学免疫学》课程中“单克隆抗体”章节知识、《基因

工程》课程知识，将其融会贯通，探究自身具备技能

在肿瘤生物治疗领域中的应用；继而提出“抗肿瘤抗

体药物的优势与劣势”、“与传统放、化疗的比较与联

合应用”等问题，结合“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T-

DM1-德喜曲妥珠单抗”研发的科学故事，使学生跟随

研发、生产、临床应用的思路了解自身所掌握的知识

在产业链中所发挥的作用，明确自身的专业定位，实

现生物技术与新药研制、临床应用之间的衔接[6]。在

此基础上，还可通过问题继续引出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 、抗 体 - 药 物 偶 联 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CAR-T细胞等等相关课程内容，使学生对“肿

瘤生物治疗”的概念产生思考，最后在教师的引导、

总结下全面理解肿瘤生物治疗学的内涵，串联起散

在知识点，打破原有的知识框架，构筑新的知识

边界。

2.2.2 团队讨论 针对课程中的研究型问题，将学

生进行分组，每组内进行讨论分析，设计问题的研发

路线或解决方案。例如，将教师的科研课题内容与

课程内容相结合，能够提高学生兴趣。环节的重点

在于引导学生整合已学知识、查阅资料、独立思考，

通过组内讨论和协作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启发学

生的科学研究思维。对于基础较好的班级，也可在

课前即分组布置研究型问题，提前让学生回顾、学

习、协作查阅文献后经讨论制定研究方案，采用翻转

课堂的方法进行教学。

2.3 融合式教学设计思路

肿瘤生物学涉及学科面广，与之相关的生物技

术更新速度极快，尤其是新兴的实验技术、先进的科

学仪器和创新测量系统，如ADC毒素分子的偶联与

表征、单细胞水平测序和高通量筛选等，利用传统教

学手段已经难以描述和讲解，且由于相关仪器设备

精密昂贵、维护和使用条件苛刻，教研室甚至大学都

难以开展面向本科生的实践教学。因此，将理论教

学与多媒体教学进行融合，利用直观、生动的多媒体

资源向学生展示原本复杂枯燥的原理、流程，结合教

师的语言、板书等，使学生直接地体会到科学之美，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近年来，医患关系不协调和冲突化正成为医疗

行业及整个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窘境[7]。而

肿瘤生物治疗学作为新兴学科，技术更迭速度较快，

临床应用时间较短，经验尚不成熟且法律制度尚不

完善，在临床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争议问题，如

基因疗法的安全性问题和“魏则西事件”等。在肿瘤

生物治疗学专题课程中融合思政教学，将专业课学

习与价值引领相融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正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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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在面对类似医疗问题时用理性、专业的角度

进行分析。尤其在现今的大数据时代，更应教导学

生利用专业知识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甄别事实、理

性看待，从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8]。

3 教学效果评价

在前期对授课对象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在生物

技术专业本科培养中，因专业本身的交叉性、前沿性

和实践性等特点，学生需要掌握多学科的基础理论

知识、实践能力与前沿动态，课业负担重而就业方向

不明确，尽管学生在校学习了庞杂的专业课程，却没

有形成知识体系，自觉“空有屠龙技”而对自身的定

位和发展产生悲观情绪。在肿瘤生物治疗学专题课

程后调查分析发现，学生接受度、满意度高，有 72%

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对理解自身的专业定位有帮

助，62%的学生认为增加了专业认同感，还有部分学

生认为对就业、深造方向有启发。可见，本课程的教

学模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4 结 语

“精准医疗”时代背景下，肿瘤生物治疗学得到

了迅猛的发展，仅 2022年全球范围内获批上市的肿

瘤生物治疗产品就有 30余种，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肿瘤疫苗、CAR-T细胞等，肿瘤生物治疗已然成

为了肿瘤治疗研究的前沿阵地。如此高速的发展离

不开生物技术革命的推动，同样地，肿瘤生物治疗也

成为了现代生物技术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因此，

向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系统性教授肿瘤生物治疗学

知识的必要性日益显现，本文所述的基于 PBL理念

的融合式教学法是建设肿瘤生物治疗学专题课程的

一种探索，多个学生在课后表现出对相关方向就业、

科研的兴趣，有助于帮助学生自我完善。在下一步

的专题课程建设中，希望在其他专业也进行尝试。

不过通过教学实践的回顾与总结也发现，需要根据

学生群体特点调整课堂目标，设置契合不同学生的

问题，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灵活多样地采取各种授

课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高素质肿瘤

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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