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4鄄11鄄23
[基金项目] 安徽省药学综合改革试点(2013zy094);省级药学特色

专业(皖教高[2011]5 号)
[作者单位] 安徽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药理学教研室,安徽 合肥

230601
[作者简介] 杨宇清(1974 - ),女,硕士,讲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16)02鄄0247鄄03 ·医学教育·

病案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杨宇清,宋海南,刘摇 玮,严继贵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专业药理学教学中病案教学法的应用情况和实施效果,进一步提高药理学教学效果。 方法:将 2010 级

护理学专业 180 名学生分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各 90 人。 分别采用病案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进行药理学教学,教学结束后向师

生双方发放问卷,调查教学效果和认可度;并在学期结束后跟踪该年级考试成绩,分析考试情况。 结果:实验班教师和学生对

病案教学认可度为 89. 1% ~ 100. 0% ,大多数学生认为病案教学不仅增加学习兴趣,还同时提高自身综合表达能力;教师则主

要反映教学难度较大。 实验班期末考试中主观题、客观题得分和总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班(P < 0. 01)。 结论:病案教学法能

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值得推广。
[关键词] 药理学;教育;教学模式;病案教学

[中图法分类号] R 192;G 420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6. 02. 036

摇 摇 药理学是医学专业学生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也是联系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课程。 药理学的传统教

学模式是教师讲授、学生听课,学生处于被动接受信

息状态,常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高。 学

习结束之后,学生往往靠死记硬背通过考试,对所学

知识不仅遗忘快,而且对知识应用缺乏感性认识,难
以将所学药理知识与临床实际结合起来。 病案教学

法是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引入具体病案辅助教学

的方法,病案一般包括两类:一类是临床上真实的典

型病例;另一类是由教师根据教学需要,联系临床实

际,自行设计的模拟病例。 其目的在于通过案例将

学生带入特定的事件环境,提出问题,引导学生主动

应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和思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和科学分析的能力。 此前已有教育者[1] 对病案教

学法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我们将病案教学法应用于

护理专业的病理学教学中,旨在讨论其实施效果,以
期为提高授课质量提供参考。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选择我校 2010 级护理学专业学

生,共 4 个班级 180 名学生。 将该年级 1、2 班(90
人)作为对照班,采用传统方法进行教学;3、4 班作

为实验班(90 人),采用病案教学法进行教学。 对照

班和实验班学生的性别和年龄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班采取传统教学法,教师按照教学

大纲照常授课。 实验班采取病案教学法,教师以教

学大纲为纲领,围绕教学内容,选取作用于效应器药

物的部分章节收集和整理病案(包括真实病案和模

拟病案)。 由教研室集体备课检验所选病案的合理

性,并进行适当设计,简化涉及临床检查和诊断的内

容,重点突出相关药理知识。 再根据具体病案设计

讨论题,如探讨用药方案是否合理,阐述用药方案的

理由,药物应用的注意事项等,作为课堂讨论内容。
在课堂教学中设置讨论环节,由教师将学生提出的

用药方案及理由概括总结列于黑板上,之后采取逐

一剖析的方法引导学生联系治疗方案和药物的药理

作用特点进行深入讨论,最后再由教师总结归纳,强
调重点和难点。
1. 3摇 评价标准摇 教学结束后向实验班学生和教师

发放调查问卷,当场不记名填写后回收,调查双方对

病案教学法和教学效果的认可度,认可度(% ) =
(认可人数 /参与调查总人数) 伊 100% 。 并在学期

结束后跟踪该年级考试成绩,从主观题和客观题得

分及总成绩 3 个方面进行评价[2 - 3]。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共向实验班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90 份,回收有效

调查问卷 89 份;向教师(包括听课教师)发放调查

问卷 20 份,回收 20 份。 结果显示,实验班学生和教

师对病案教学法教学效果的认可度为 89. 1% ~
100. 0% (见表 1、2)。 而期末考试成绩随访显示,实
验班学生主观题、客观题得分和总成绩均明显高于

对照班(P < 0. 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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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实验班学生对病案教学法教学的认可度及评价情况(n = 89)

摇 摇 摇 调查内容 认可度 / % 摇 摇 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学生观点和提出的问题

认为病案教学法

有利于药理学知识点的学习

95. 4摇 摇 摇 绝大多数同学认为病案讨论教学法可调动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

少部分同学认为学习难度因此而变大

认为病案教学中的案例设计

和所学的药理学知识联系紧密

94. 0摇 摇 摇 少部分同学认为分析病案时会

受到疾病本身干扰,影响从用药角度进行分析

认为病案教学的分组讨论形式能够

促进同学预习及积极主动思考

93. 0摇 摇 摇 课堂讨论气氛热烈,大部分同学踊跃参加,

部分同学认为在讨论中发言仍需要勇气和胆量

在病案讨论教学中,认为教师的引导可以帮助同学

深入思考药物选择、应用理由及注意事项

96. 3摇 摇 摇 大部分同学认为教师的引导在教案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可排除疾病本身干扰,合理认识用药

认为教师对药物治疗方案的剖析较为清晰,

易于理解和掌握

89. 1摇 摇 摇 同学主要反映在思维上不太能适应,

尤其是一些治疗方案中的药物不在同一章节时,会有些混乱

虽然用病案贯穿教学,但是通过教师的引导,

知识的脉络仍然很清晰,重点明确

92. 5摇 摇 摇 部分同学认为老师在教学前可增加类似小结式的内容,

例如有关病例的药物分类、特点,有助于同学选药

认为案例教学教学改革成功,

比传统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好

95. 4摇 摇 摇 病案可帮助同学提高注意力,不像以前上课容易分神,

但有的同学觉得意犹未尽,有的同学则觉得综合性偏强

表 2摇 教师对病案教学法的认可度及评价情况(n = 20)

调查内容 认可度 / % 教师观点和提出的问题摇

课堂教学组织难度

较传统教学增加

100. 0 病案教学对教师要求更高,从备课素材的收集到课堂教学设计,
均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发挥“编剧和导演冶的作用,引导学生围绕教学药物的主题;
还要及时发现不同意见,适当引发辩论,活跃课堂气氛和促进深化讨论

课堂教学气氛活跃度

高于传统教学

100. 0 学生上课积极性明显提高,发言和讨论都非常踊跃,
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明显增加

教学知识点的学习深度

比传统教学有所增加

100. 0 病案教学在教学背景、同学深入讨论、药物应用及教师小结环节,
均可反复加强教学重点和难点的讨论与分析

教学知识点的学习广度

比传统教学有所增加

100. 0 病案教学以疾病为线索,在讨论治疗方案时

会涉及简单的病症诊断,以及不同药物的联合使用

表 3摇 实验班与对照班期末成绩比较(ni = 90;x 依 s;分)

教学班级 主观题(60 分) 客观题(40 分) 总成绩(100 分)

对照班 40. 62 依 9. 75 22. 36 依 8. 64 62. 98 依 13. 79

实验班 51. 78 依 7. 68 31. 48 依 7. 33 83. 26 依 10. 42

t 8. 53 7. 64 11. 13

P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用病案为线索来设计教学,真正体现了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而病案教学法将

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充分调动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4 - 5]。 在教学结束后,我们向教

学双方发放了调查问卷,组织师生认真填写问卷,以
了解和分析双方对病案教学法的态度及认识。 从整

体而言,师生对病案教学法的反应均较好,认可度达

89. 1% ~ 100. 0% 。 95. 4% 的学生对在教学中引入

病案讨论表示赞成和欢迎。 96. 3% 的学生认为,讨
论过程中授课教师的引导,不仅可帮助同学对所学

的知识点印象更加深刻,也培养了同学的思维习惯,
锻炼了思维能力,同时促进了大家拓展补充相关知

识的积极性。 少数同学可能由于性格内向以及学习

基础等问题,仍不愿积极参与讨论,或者在学习中感

觉较为吃力,这也是教学中的正常现象,可在优化讨

论的方案中进一步改善,如事先组织班干对班级同

学的学习基础和性格等基本情况做一个摸底,然后

在讨论分组时均衡分组,指派同学相互帮扶,可达到

更好效果。
采用病案教学法后,在学期末成绩比较中可以

看出,实验班同学无论是主观题(名词比较与解释、
简答及论述)得分还是客观题(选择题及判断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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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2 组人文关怀能力评分后 15 名护生患者满意度比较

分组 n 总分
患者满意度评分分布 / 例

摇 + 摇 摇 + + 摇 + + + 摇

甲组 15 108. 47 依 11. 17 3 2 10

乙组 15 105. 67 依 17. 03 1 4 10

t — 0. 53 227. 5*

P — >0. 05 > 0. 05

摇 摇 *示秩和检验 T 值

一,是护士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医疗水

平的发展及物质、精神文明的进步,国民不仅要求护

士有高质量的护理技能,还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能

力。 在现有的护理人员相对不足的医疗环境下,医
院对护士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技能上,因此,学校在护

理专业教育中也主要侧重于技能培养[6]。 护理人

文关怀能力影响因素众多[7],而技能型的护理模

式,忽略了患者的人文关怀需要,不利于患者康复信

心的建立,同时,因为缺乏有效沟通,也激化了医患、
护患之间的矛盾。 探讨如何培养和测评护生的人文

关怀能力,是现代护理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

在 SC 测评中发现,有交流的 SC 相比较于传统的教

学测评模式,更有利于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真实

体现。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问卷调查主要是由护生自

测得出的结果,而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偏差,使得问卷

调查的平均分数高于 SC 测评,客观性不够。 从患

者满意度调查来看,甲组护生得分与患者认可度更

加接近。 在问卷调查得分高的护生中,存在患者满

意度较低的情况。 分析原因,一方面,有些护生对理

论有所了解,在实践中却应用不当,理论不能指导实

践,表现为问卷自测高分而患者满意度较低;再者,

问卷调查中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填表时不客观也可

能导致偏差较大。 我们所采用的 SC 测评,更好地

反应护生对人文关怀理论的掌握及实践指导。
护理中的人文关怀能力的重要性,已得到广大

学者的论证。 我们利用 SC 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

测评,更加客观地反应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实际水

平以及不足。 SC 测评人文关怀能力,应用于护理专

业在校生教学过程中、实习前及医院新聘人员的测

评,能够更加准确评价护士人文关怀能力,利于后期

针对性的学习和培训,提高护士的临床沟通能力,更
好地服务于临床。

当然,我们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 100 名护生,样
本量可能不够大,另外,实习护生是不断成长的群

体,与工作多年的护士尚有差距;我们将进一步扩大

样本数及多群体的研究,来改进 SC 测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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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班(P < 0. 01)。 可见病案教学法

通过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的有效联系,增加了学习

的实用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并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且对病案的分组讨

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团体合作和语言表

达等多方面的素质。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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