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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在《病理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赵摇 艳1,2,金摇 鑫3,李摇 楠1,2,周摇 蕾1,2,高摇 琴4,关宿东4,陶仪声1,2

[摘要]目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效果。 方法: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临

床医学专业教学改革实验班 180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同专业平行班级 180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教学,观
察组采用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 教师方面采用学生及同行专家评价,从教案质量、授课效果两方面进行评估。 学生方

面通过以自主学习评价、座谈会等形式的过程性评价和以考试成绩为主的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评估。 结果:观察组

教师教案质量、授课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学生 3 年中课程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评价的 8 个方面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在《病理学》教学中

对教师及学生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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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病理学》是医学院校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

医学课程,该课程概念多,理论性强,需要理解背诵

的知识点繁杂,让很多同学在学习上望而生畏。 案

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1],其目的

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分析实践及双向交

流能力,让学生在分析具体问题中独立地作出判断

和决策,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我们在临床医学专

业教学改革实验班中开展了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

学法,教师及学生普遍反映较好,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择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

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改革实验班和同专业

平行班级共 36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207
名,女 153 名,年龄 19 ~ 21 岁,以教学改革实验班

180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同专业平行班级 180 名学

生作为对照组。 2 组学生在年龄、性别及入学成绩

上均具有可比性。 教师均进行过相关培训,熟知案

例教学法的目标、实施过程、考评办法。 在激发学生

学习动力、整体课程设计及对学生临床思维培养等

授课能力方面亦具有可比性。

1. 2摇 研究方法摇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教学,大班授

课。 观察组采用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
1. 2. 1摇 观察组课前准备摇 教师课前按教学大纲要

求,围绕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案例。 案例设计中以病

例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整合相关学科知识,强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人文

科学知识的交叉。 教案编写做到“三个分析冶:教材

分析,课程分析,学情分析。 围绕教学设立“三点目

标冶: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目

标。 教学活动设计处理好三个问题,“目的 - 教什

么冶“策略 - 怎样教冶“结果 - 达到什么效果冶。 学生

提前一周收到教学案例,提前预习,通过查阅资料,
讨论分析,对课程内容有初步了解。
1. 2. 2摇 观察组课堂教学实施摇 案例教学法可以是

章节讲述过程中适当引入的小型案例,目的是帮助

学生理解所学知识。 也可以是章节内容结束时用专

门课时进行的综合性案例分析。 在实施中,大致可

分为案例导入、案例分析讨论、概括总结三个基本环

节。 (1)案例导入。 正式上课前,教师将选定的案

例通过口述、幻灯片、影像及文字等形式完整地向学

生陈述,使学生对该案例有大概了解。 教师陈述完

毕后,学生自由讨论思考提出问题。 这一环节主要

是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提炼材料的能力,锻炼学生

发现和抓住关键问题思考分析的方法。 (2)案例分

析讨论。 这是案例教学法的中心环节。 在这个阶

段,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要调动学生参与

案例分析和讨论的积极性,尽量让所有学生都有表

述观点的机会。 教师要控制课堂讨论的进度和局

面,把握案例的重点内容,合理分配时间。 可将学生

进行分组讨论,组间互相评价。 (3)概括总结。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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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讨论结束后,每组选派同学就该案例进行总结

陈述。 最后教师就案例中的关键点、分析过程及学

生的课堂表现情况包括发言是否踊跃、准备是否充

分、思路是否开阔、有否创新等作总体评价。 总结中

还应揭示案例所包含知识点,并与学生分享学习心

得,使学生做到融会贯通。
1. 3摇 效果评估摇
1. 3. 1摇 教师组评估方法摇 采用学生及同行专家评

价从教案质量、授课效果两方面进行评估。 教案评

价表涉及案例部分是否清晰易懂,各项检查提供是

否准确,设立学习目标适当与否,能否引导学生深入

学习等方面。 同行评价表涉及教学目标是否明确;
教学内容是否概念准确,重点突出,难点处理得当;
教学方法能否开展双向交流,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

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教学效果能否激发学生对

本学科知识的兴趣,对讲授内容印象深刻等。 学生

评价表包括教师的上课重点突出及条理清晰程度,
授课时启发学生思考和调动学习兴趣情况,课堂板

书是否恰当及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情况,课堂中重

视研究性学习的程度等内容。 以上评价表满分均为

100 分,根据评价表内容由教研室分别对 2 组的授

课教师打分比较。
1. 3. 2摇 学生组评估方法摇 通过以自主学习评价问

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的过程性评价和以考试成绩

为主的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评估。 依据

《医学教育全球标准》 [2] 对教学过程中学生所表现

或感受到的学习兴趣、参与意识、精力投入等相关指

标设计自主学习评价表。 问卷调查由 2 组学生无记

名填写,调查内容包括学习态度、学习效果、能力提

升 3 方面的 8 项内容(提高学习兴趣及积极性、提高

课堂互动性、提升知识理解与掌握、 提高主动学习

能力、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促进临床课程的学

习、提高创新能力及创造性思维、提高表达能力及团

队协作精神)。 学生认为学习态度、效果及能力提

升明显评价为满意,不明显评价为一般。 通过评价

表了解 2 组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作为教学效果的

参考。 座谈会反馈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进

行自我评价,学生互评及师生互评等形式的案例教

学法过程性评价。 考试成绩为主的总结性评价按照

教考分离的原则,实行闭卷考试,总分 100 分,含基

本理论(80 分)和实践应用(20 分)。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教师组评价结果比较 摇 结果显示,就教案质

量、授课效果两方面,案例教学法明显优于传统教学

法(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教师组评价结果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教案质量评价 授课效果评价

观察组 180 96. 8 依 5. 91 97. 2 依 5. 46

对照组 180 90. 4 依 4. 42 91. 6 依 3. 97

t — 11. 63 11. 13

P — <0. 01 < 0. 01

2. 2摇 学生组结果评价摇 观察组学生课程知识的成

绩及自主学习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2、3)。

表 2摇 2 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2013 - 2014 学年 2014 - 2015 学年 2015 - 2016 学年

观察组 180 84. 56 依 2. 91 85. 94 依 3. 46 86. 72 依 3. 08

对照组 180 76. 43 依 3. 38 77. 76 依 4. 42 80. 17 依 3. 97

t ― 24. 46 19. 55 17. 49

P ― <0. 01 < 0. 01 < 0. 01

表 3摇 2 组学生自主学习情况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满意 一般 字2 P

提高学习兴趣及积极性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76(97. 78)
153(85. 00)

4(2. 22)
27(15. 00)

18. 67 < 0. 01

提高课堂互动性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80(100. 00)
142(78. 89)

0(0. 00)
38(2. 11)

42. 48 < 0. 01

提升知识理解与掌握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73(96. 11)
156(86. 67)

7(3. 89)
24(13. 33)

10. 20 < 0. 01

提高主动学习能力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70(94. 44)
136(75. 56)

10(5. 56)
44(2. 44)

35. 19 < 0. 01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74(96. 67)
144(80. 00)

6(3. 33)
36(20. 00)

24. 26 < 0. 01

促进临床课程的学习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80(100. 00)
158(87. 78)

0(0. 00)
22(12. 22)

23. 43 < 0. 01

提高创新能力及创造性思维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76(97. 78)
152(84. 44)

4(2. 22)
28(15. 56)

19. 76 < 0. 01

提高表达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摇 观察组

摇 对照组

180
180

172(95. 56)
148(82. 22)

8(4. 44)
32(17. 78)

16. 20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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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病理学》是一门高度实践性课程,在疾病诊断

尤其是肿瘤良恶性的判断中,具有其他任何检查都

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在临床医疗工作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病理学》也是沟通基础医学与临床

医学的重要桥梁课程。 其特点决定了很多教学内容

适合于开展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 该教学法

以“提出问题—收集资料—讨论假设—论证总结冶
的教学形式代替传统的教师全程讲授。 实现了从

“知识中心型冶教学向“能力中心型冶教育的转变[3]。
这种教学形式对教师、对学生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对教师而言,首先要针对课堂内容,精选出符合教学

大纲要求,体现预期学习目标的优质案例,涉猎相关

学科该知识点的教学要求。 对学生而言,要一改以

往被动学习的状态,主动复习及探索相关知识点,大
胆假设,互相讨论,形成共识。 虽然这种授课方式讲

课难度及学习难度增加很多,但其优势也是显而易

见的。 教师根据知识点选择案例,提出问题的过程

本身就是钻研教材,加工创造的过程,努力做到使教

学内容更精炼,教学过程更精彩。 学生进行案例讨

论时,调动所学知识储备,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

逐步完成知识的整合,这种过程及结果均有利于学

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巩固。 可见实施案例教学法是

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提升学生素质的同时,使教师

的能力也得以提高[4]。 本研究结果提示,观察组教

师教案质量、授课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学习效

果及各方面能力提升显著高于对照组。
对于案例教学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除了给学生创造讨论发言的机会,教师在案例教学

法实施中采用有效的组织方式必不可少,如在第一

次课开始时就告诉学生该课程所采用的授课方法、
考评办法(依据学生上课发言次数、课堂积极参与

程度、书面作业完成情况、出勤情况、考试成绩)。
并在课前要了解班级情况,第一次课结束后,对学生

进行分组,确定各组组长。 分组的人数不能过多,小
组每个人都需要针对讨论的内容提交一份自己的分

析报告,这样就能有效保证每位同学的学习效果。
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临床思维,选用的案例材料要

典型,通过鲜活的临床案例吸引学生注意力并配合

课堂教学的节奏要求,给学生创造主动思考的愿望

和余地。
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问题,遇到

一定困难。 (1)案例教学法的前几次课中,学生对

这种新的教学形式不适应。 问题讨论不起来、理解

不深入、相关知识联系不紧密、总结不得要领等,这
需要教师课前多关注学生,帮助教会他们如何从教

科书和网络上获取信息。 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指
定负责人,由其组织同学共同循证,共同讨论,形成

发言提纲,这样课堂上学生更容易言之有物。 对于

好的思路,好的发言,教师及时给予肯定表扬,教会

学生如何准备案例发言。 (2)选择案例时要注意符

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情况,太简单的案例达不到

预期效果,太难又会使学生无从下手,产生畏学心

理。 (3)案例教学法需要重新整合课程体系的过

程,耗时耗力,要想达到好的效果,需要全体教师的

共同参与,集中大家的智慧和能力并不断学习,不断

实践,总结提高。 这需要学校系部的大力支持,激发

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走得更远,收获更多。
(4)教学改革势必需要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 需要

我们在考试题目设计和考核形式上更多体现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
本次研究只是对以问题为核心的案例教学法在

《病理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做了初步尝试,奠定了

该教学法在《病理学》课堂教学应用中的研究基础,
建议在以后的教学改革中进行重复研究或与其他教

学法联合应用,为高等医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提

供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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