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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肿瘤免疫学研究生实验课程的建设

Development of a job competency-oriented graduate laboratory course of tumor 
immu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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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肿瘤免疫学是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方向的热点，然而，本科阶段肿瘤免疫学课程内容与科研训练的缺陷严

重影响研究生科研课题的开展。本教学组以临床医学研究生进行肿瘤免疫学研究的“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以“先进性、实用性、

可及性”为原则，配合科研诚信与医学伦理教育，从多个角度探索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的肿瘤免疫学科研思维与技术的有效路

径。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课程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此次肿瘤免疫学研究生实验课程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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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中国培养医学高层次人才的最主

要方式，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生更是中国培养高

层次临床医学科学家的重要途径，现阶段临床医学

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基础科研占了较大比

重，而临床医学研究生经常出现本科阶段并未接受

充分的科研训练，导致研究生阶段的科研无法高效

进行的问题，最终无法有效胜任学术学位研究生的

要求[1]。肿瘤免疫学作为肿瘤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

核心，是许多临床医学学术型研究生的课题研究方

向。然而，因为临床医学本科阶段免疫学课程设置

体系普遍存在的肿瘤免疫学课时较少，重理论偏实

践，肿瘤免疫学相关实验教学基本缺失，难以达到有

效进行胜任从事肿瘤免疫学科研的要求[2]。因此，如

何建设以提高临床医学研究生肿瘤免疫学研究水平

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助力其在课程结束后能较好

地胜任肿瘤免疫学研究的基本实验要求，成为肿瘤

免疫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的主要目标。

本教学团队针对临床医学研究生的特点与需

求，结合免疫学课题的进展，建设科研胜任力为导向

的肿瘤免疫学研究生实验课程体系，为临床医学研

究生打下前期基础。

1  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不同于专业型研

究生，实验室的课题研究是他们培养过程中的主要

任务。所以本课题的设置原则为“课程理论与科研

实践相结合，前沿进展与基础技术结合，临床问题与

科研设计相结合”，坚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实用

性、可及性”，推动临床医学学术型研究生基本掌握

肿瘤免疫学的常规研究技术与方法，并且能根据本

校科研条件实施。

2  打造高水平师资团队

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好，学术水平高，育人能力强的

课程师资队伍是打造优质研究生课程的关键。师资团

队共拥有教师14人，其中包括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

导师5人，国家级人才1人，省级人才项目获得者2人，

海外工作经历者5人。同时，通过集体备课、师生座谈、

教学培训及课后评估等多种方式，对授课教师进行培

训，推动授课教师将课程教学与科研课题有机结合，有

针对性地进行课程教学，从“教书育人”的导师角色帮

助学生完成从课程到课题的过渡。

3  强化教研平台融合

研究生实验课教学不同于本科生课程，在“先进

性、实用性、可及性”三个基本原则的要求下，为了保

证研究生实验教学能真正达到科研课题的常规条

件，科教融合一体化教学平台成为课程建设的关键

环节[3]。以医学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为平台，以

科研平台标准进行教学平台的建设，以教学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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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进行科研平台的规划，常用仪器教研分离，贵重

仪器科教共享。目前，构建了分子免疫、细胞免疫和

小动物实验三个工作平台。同时与国家级医学形态

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合作，搭建了肿瘤免

疫生物信息学工作平台，为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良

好的实验条件，促进了研究生肿瘤免疫学实验技能

的提高和增强其岗位胜任力。

4  建设课程体系

4.1  课程内容框架搭建

荷瘤小鼠作为模式动物，分组采取小鼠肿瘤、

脾、胸腺、外周血和淋巴结等组织，分别以固有免疫、

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中的关键细胞（巨噬细胞、NK

细胞、DC、T细胞）及分子（抗体、细胞因子及关键CD

分子）作为研究对象[4]，通过免疫细胞提取与制备、酶

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免疫印迹、免疫组化、流式

细胞术、单细胞测序、生物信息学与临床数据分析采

取癌症基因组图谱计划（The Cancer Genome Atlas 

Program，TCGA）相关数据及图片进行分析，初步完

成从“分子－细胞－动物－人体”的基本科研系统，

同时加入科研诚信、实验室安全与伦理等内容。

4.2  授课方式的设计

授课方式采取理论讲授、实践操作、分析与讨论

三种形式混合进行。针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本科肿

瘤免疫学基础知识欠缺的问题，理论讲授环节从理

论课内容结合实验原理进行讲述，特别针对临床上

常见的肿瘤免疫学问题进行集中讲授。实践操作环

节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教学过程中采用教师介绍

实验原理、步骤和注意事项、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学

生分组讨论、提出实验设计思路、详细讨论等步骤，

实验课上提供实验平台供学生完成，课后由学生根

据学校公共实验平台的开放时间及各自实验经验、

技术条件，在实验方案中进行模拟设计与实施，并预

估实验结果，讨论可行性。分析与讨论环节不仅针

对实践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同时通过临

床案例讨论、课题设计剖析等方式启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实验室的条件及学校公共

平台开放条件进行实验设计与模拟，发现临床科学

问题，提出科研假说以及讨论制定研究方案[5]。

4.3  科学伦理教育

临床医学研究生作为临床医学科学家成长的关

键阶段，科学伦理与诚信教育必不可少。特别是当

前医学界面临着功利心重，片面追求论文发表的问

题，甚至出现严重违反科研诚信与医学伦理的事件，

都对临床医学研究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6]。本教学

团队一直坚持“立德树人”初心，通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公布的学术不端案例，在教学中向学生们讲

解《科研诚信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与《医学科研诚

信和相关行为规范》等国家级文件，警醒学生严守科

研诚信底线。借助免疫印迹实验结果分析讲授科研

学术图片规范，借助荷瘤动物实验向同学们详细讲

解动物福利及伦理等内容要求，借助实验室的应急

安全柜向同学们现场介绍实验室安全知识。借助

TCGA肿瘤数据库分析给学生进行肿瘤病人医学伦

理知识介绍。

4.4  评价与考核

本课程采取形成式评价方式，对实验设计、操作

过程、结果分析、案例汇报与讨论进行过程评价，鼓

励学生对阴性结果及不一致的结果进行讨论分析，

推动学生诚信科学地对待实验结果。最终成绩由过

程评价结合结课考试成绩进行综合决定。

5  肿瘤免疫学课程的成效与评价

通过设计匿名网络问卷，从多角度了解本课程

效果[6]。无论是在读学生、导师及学生科研团队高年

级学生，对本课程评价优秀率均达到 90% 以上

（表 1）。63.05%的学生认可课程实验内容用于后续

科研（表2）。课程设计过程中对于问题的引导、总结

及归纳最受学生欢迎（表 3）。《免疫学实验技术》与

《免疫学进展》均获评广东省研究生创新示范课程项

目，课程负责人作为副主编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基

础医学实验指导（第三版）》。

表1    师生科研团队对肿瘤免疫学教学效果评测

评价项目

选课学生

学生团队高

年级研究生

导师

评价效果[n(%)]

优秀

544（95.27）

513（90.01）

520（91.07）

一般

20（3.50）

46（8.06）

37（6.48）

较差

7（1.23）

12（1.93）

14（2.45）

表2  在读学生对肿瘤免疫学实验课教学效果评价

评价项目

实用性：实验技术可

用于后续研究选课

学生

先进性：开拓了我对

免疫学研究的视野

可及性：实验条件可

在我校能顺利开展

设计性：建立临床-基

础研究的科学思维

评价效果[n(%)]

优秀

360（63.05）

51（8.93）

25（4.38）

135（23.64）

一般

173（30.30）

394（69）

479（83.89）

338（59.19）

较差

38（6.65）

123（21.54）

67（11.73）

98（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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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在读学生对肿瘤免疫学实验课教学效果评价

评价项目

教学内容全面先进

问题引导、总结与

归纳

老师对实验室安全

的强调

答疑问题细致

评价效果[n(%)]

优秀

127（22.24）

357（62.52）

39（6.83）

48（8.41）

一般

320（56.04）

132（23.12）

433（75.83）

374（65.49）

较差

124（21.71）

82（14.36）

99（17.33）

149（26.09）

6  讨  论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肿瘤免疫学研究生实验

课程改革，将临床医学学术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

养作为课程建设的核心目标[7]，从教学设计、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及考核评价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通过本

次实践，证明这次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中的明显优

势：（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肿瘤免疫学无

论是理论还是实验技术都发展迅速，有效提升学生

对肿瘤免疫学学习的兴趣，特别是在分析与讨论环

节中与临床问题结合，以临床常见问题引出免疫学

研究方法，通过临床应用的案例充分引发临床医学

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提升学习整

体水平与自驱性；（2）有利于学生科研研究综合能力

的培养，除了实验操作能力外，特别是在临床问题分

析，文献检索、生物信息学分析，问题分析及讨论及

课题总体设计完整性方面的能力均有明显提升。在

研究生科研过程中，这些能力都是核心能力，虽然学

生在前期课程中也有选修过相关课程，但肿瘤免疫

学实验课程中把相关课程内容与实验课及临床案例

有机结合起来，可帮助学生建立起整体研究的研究

思维；（3）有利于建立学生科研规范与诚信意识。通

过在课程内容中有机地穿插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科研

伦理与诚信教育，让同学们真正意识到科研诚信在

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严守科研底线。从学生与导

师的反馈上看，这项工作取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临床医学学术型研究生的基础医学实验课教

学，对于临床医学本科进入到生物医学科研培训阶

段十分重要，有针对性地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结合

临床医学学生的基础与未来课题研究方向，以优质

的师资打造“课程理论与科研实践相结合，前沿进展

与基础技术结合，临床问题与科研设计相结合”的课

程，有利于培养具有良好科研基础的临床医学学术

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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