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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果简介（2000字） 

1.开展研究的主要动因，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2.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3.创新点 

4.成果应用、推广及贡献 

 

 

 

 

 

 

 

 

 

 

 

 

 

 

 

 

 

 

 

 

 



1． 拟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科教协同是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定位，为深化研究

生教改提出了更高要求。2011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组建跨课程组的生

物医学项目组，2013 年成立基层教学组织—医学生物学教学研究与

发展中心，目的在于创新机制，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开展研究生大类

平台课程群教改。科研骨干教师主导课堂教学，践行科教协同，秉持

“知识技能并重，视野人文兼顾”教学理念。同时开展教学研究，总

体布局，分段实施医学微观基础的大类平台课程群改革。4 年来持续

教改不断完善，启发式建构教学、情景式教学、反转课堂教学等一批

具较高质量呈现科教融合特征的教学方法获得实践与推广。同时，科

教协同结合立德树人加速人才培养，彰显成效，教学成果获得广泛认

可。教研中心骨干教授组建医学院第一个导学联合党支部，获学校第

一批“五好”导学团队以及医学院首批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浙江大学

优质教学一、二等奖等多项集体和个人荣誉。 

解决教学问题：（1）课程群总体布局，改变教改长期滞后、课程缺

乏衔接等弊端；（2）科研反哺教学，科教协同发展，教学研究精准

教改，填鸭式、被动式教学问题获较大改观；（3）科学点亮课堂，

秉承立德树人，海归杰青优青等一批青年教授积极教学、引导科学，

教学与科研失衡得到遏制，尊师重教氛围浓郁。 

 

2．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 依托教研中心组织协调，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课程群协同建



设 医学学科融合日臻明显，学科边际日趋模糊。以前的教学中既有

学科过细、课程组协调不足等组织问题，又有教学逻辑含糊、学生课

堂积极性不高等方法学问题。依托跨课程组的基层教学组织，整合多

学科优势，开展平台课程总体布局，重点建设以医学微观基础为共性

理论特征的《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和以科研训练与职业发展为共性

技能特征的《生物医学研究技能》等课程。中心协调优质师资，强调

交叉和边缘学科创新突破，弥补固化学科局限，注重课程模块化与逻

辑性衔接，课程群协同建设优势明显，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2) 开展教学研究，科教协同发展，精心实施研究生课堂教学新模

式 科教协同发展明确了研究生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医学创新理论与提

升职业技能训练并重，国际化视野与人文素质教育兼顾。中心组织定

期教学科研，针对突出问题，实施精准教改。主要实施的教学方法包

括：① 医学微观基础平台课的启发式建构教学；② 研究生职业素质

及技能的情景式教学；③ 模块与个性结合的反转课堂教学 (详见成

果总结)。 

(3) 科研骨干教授担任主讲教师，科研反哺教学、科学点亮课堂 承

担平台课程主讲教师均为海归教授，一批杰青、优青和承担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的教授走上讲台，以科研反哺教学。课后通过新媒体资源延

伸课堂教学，课堂与实验室互通，实现科教高质量融合。积极倡导科

学点亮课堂，践行立德树人，导学互动，亦师亦友，言传身教。科教

协同育人加速人才培养，研究生质量明显提升，也促进学科发展，科

协协同呈现融合，互为支撑的良好势头。 



 

3． 成果的创新点 

（1） 突破既有传统学科和课程组局限，激发新型基层教学组织活力：

整合课程组，发挥多学科优势，实施关联大类平台课程群融合，总体

布局，分层次，分阶段实施；重视教改论证与持续改进，精准课堂改

革与创新实践； 

（2） “用科研反哺教学”，促进科教协同：研究生平台大类课程群

均由青年海归教授、科研一线教授担任教学主讲；课堂与实验室联动，

利用新媒体延伸课堂教学，知识技能并重，视野人文兼顾，促进科教

融合，创新实践教改； 

（3） “以科学点亮课堂”，坚持立德树人：建立导学党支部，课堂

与实验室联动，“教书”与“育人”相结合，亦师亦友，言传身教，

导学互动，引导研究生正确的科学观、人生观。 

 

4．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 医学生物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成立的第

一个基层教学组织，2014年评为浙江大学医学院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其组织形式与教学理念被此后成立各基层教学组织所借鉴。 

（2） 多项教改实践项目获浙江省高校教改项目，目前已有应用于本

科教学，启发建构教学、情景教学与反转教学方式等教学方案自 2012

年开始陆续在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生物医学 3+1 课程推广，经过教

学实践，获得外方认可并融入浙江大学国际校区的教学。 



（3） 科教协同、立德树人的实践成效获得多方认可，教学团队以及

主要成员获得五好导学团队、优质教学成果奖（一等、二等）、优秀

教师等荣誉，《中国教育报》、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等均有报道（详见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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