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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教学结合传统授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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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中山大学医学检验系《检验与临床》课程的实施效果。方法 授课对象为

2016级医学检验系本科学生24人。每4~6名学生为一组，课前自行对每次的病例进行自主学习。每

次课第一课时由病例教学（case⁃based study，CBS）导师随机指派学生对病例相关问题进行汇报，并引

导其进行进一步病例讨论；第二课时由专题授课教师根据第一课时中观察到的不足之处，结合重点、

难点，进行着重讲解。课程结束后，对学生、导师及讲师发放问卷，并随机抽取学生及教师进行访谈，以

全面了解课程的实施效果。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93.75%（15/16）的病例讨论导师表示

在课堂上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讨论临床病例，并能根据学生的汇报情况点评其不足之处。91.67%（11/12）
的专题授课教师表示，在课堂上能很好地引导学生思考检验与临床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对《检验与临

床》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启发性以及教师的教学能力均有较高的认同度。全体教师及学生

均认同，对比单纯的病例讨论或传统授课，CBS结合专题授课的学习模式对学生系统掌握相关知识更有

帮助。结论 结合了CBS及传统授课模式的《检验与临床》课程，兼顾了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既激发了

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加深了临床知识的记忆、建立了临床思维，同时也丰富了医学检验的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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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of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Clinical Sciences in the Laboratory Medicine Faculty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Methods Twenty- fou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Batch 2016 of Medical Laboratory Faculty were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4-6
students per group). They learned each case in groups before class. In the first session of each class, the case⁃
based study (CBS) tutor would randomly assign case⁃related questions to the students.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present their answers in class. The CBS tutor would guide the students to discuss the case further. In the

second session, a lec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case would be given by a special subject lecturer. After the

course, students, tutors and lecturers were given questionnaires and were randomly interviewe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ourse's effectiveness. SPSS 19.0 was used for statistics. Results Most case

discussion tutors agreed that they could guide students to discuss clinical cases well in class and give

comments according to students' presentations (93.75%, 15/16). Most of the lecturers agreed that they could

well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class (91.67% , 11/12).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very positive evaluations of the learning mode,

learning content, inspiration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ability of this course. All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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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d that the learning mode of combining CBS with special subject lecture was more helpful for the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learn medical knowledge compared with a CBS session alone or a lecture alone.

Conclusion The course,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Clinical Sciences, which combines the CBS with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mode, inte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wo learning modes. It not only stimulates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active learning, deepens clinical knowledge memory, and builds a clinical thinking model,

but also enriches the teaching modes of medical laboratory education.

【Key words】 Case- based study; Traditional lecture; Learning mode; Medical laborato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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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临床医学要求检验人员不仅能为临床医
生提供准确、及时的检测结果，而且还能根据结果
为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参考意见，主动地参与到
临床诊疗过程中[1-3]。然而由于专业特点不同，也限
于时间与精力，相较于临床医学的学生，医学检验
系的学生学习临床课程的时间偏短、深度偏浅。由
此产生的缺陷是，检验系的学生临床知识比较有
限，对疾病的诊疗过程了解不足，只能机械、被动地
执行医生的检验医嘱[4-5]。为弥合检验知识与临床实
践之间的鸿沟，中山大学在专业课程中创新性地加
入了《检验与临床》课程。其目的是希望以病例教
学（case⁃based study，CBS）的方式为基础，与传统授
课方式相结合，以期增强学生的临床知识，培养学生
的临床思维及主动学习的能力。

1 对象与方法

1.1 授课对象
《检验与临床》课程的授课对象为本校 2016级

医学检验本科生24人。
1.2 准备工作
1.2.1 提前熟悉CBS

在前 3年部分课程中，穿插安排少量CBS的学
习方式，让学生提前熟知CBS的运作方法。比如在
《生理学》《药理学》《临床血液学检验》等基础及临
床课程中，均安排少量教学任务，以病例分析的方
式进行主动学习。经过类似的针对性训练，学生已
经能自行熟练地以CBS学习方式对病例进行分析
与学习。
1.2.2 总课程的系统调整

为避免课程设置的重复，调整了部分临床课程
的课程目标及课程安排，删减了部分在《检验与临
床》课程中有安排的疾病的教学时间，用以安排《检
验与临床》课程。
1.2.3 教材编写

《检验与临床》课程病例的内容由医学检验系

各课程教师联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多个临床
科室的教师共同编写。第1至16节课分别为：系统
性红斑狼疮、胰腺炎、肾移植免疫排斥反应、分子诊
断病例、隐球菌性脑炎、Ⅱ型糖尿病及并发症、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血管炎、尿路感染、乳腺癌、产前诊
断、乙/丙型肝炎及自身免疫性肝炎、肺炎-细菌性及
真菌性肺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痛风、浆细
胞病，内容涵盖内、外、妇、儿、传染病学、免疫学、微
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等多个学科。每个病例均
包括主诉、体征及多项检查结果，并附有若干问题需
要学生作答。
1.2.4 导师及专题授课教师培训

为了让学生更有效地了解检验与临床的重要
关系，本课程以CBS结合专题讲课的形式进行。16
次课分别由12名病例讨论导师及16名专题授课教
师负责。所有导师及授课教师均为病例相关专业
具有资深临床及教学经验的教师。所有导师及授
课教师均在开课前统一进行CBS的相关培训并集体
备课，要求在上课过程中尽可能引导学生往临床诊
疗的关键点及检验与临床的联系点上思考，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学习的兴趣。
1.3 课程安排

《检验与临床》课程设置在大三下学期，共设16
次课，每次课 2学时，合计 32学时。每次课的具体
安排如下。
1.3.1 课前

学生24人，根据学号每4~6人为一组。每次课
均有一个临床病例，全部病例均会在开课前一周下
发至学生手上。学生以组为单位对病例进行分析、
讨论并对相关知识进行自主学习。学习过程中，允
许学生进行必要的分工，但要求每位学生都对病例
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学习。学生将学习成果以PPT
的形式在课堂上对导师及同学汇报。
1.3.2 第一课时

第一课时由1位导师负责引导学生汇报病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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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病例讨论。导师负责随机指派答题小组及学

生，以保证每位学生对病例及相关知识有充分的了

解与准备。在学生完成汇报后，导师根据汇报及回

答问题的情况，引导学生进行关键点的讨论。讨论

完成后，导师应指出学生汇报内容中相应的不足之

处，并强调相关检验结果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情

况。病例诊断结束后，导师会给出进一步检查结

果，引导学生再次进行病例讨论并思考检验与临床

的关系。导师在上课的过程中根据学生在病例讨

论中的表现予以评分。

1.3.3 第二课时

第二课时由高级职称教师进行与病例相关专

题授课。每一次专题的内容与前一学时的病例相

呼应，但并非简单地平铺直叙地进行授课。在前一

课时过程中，专题授课教师须全程旁听学生进行病

例讨论的过程，并记录学生讨论不够深入、掌握不

足及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在第二课时，专题授课教

师应根据该类疾病的临床特点，及专题授课教师在

第一课时中观察到的学生进行病例讨论中的不足

之处、重点及难点，进行有的放矢地着重介绍，并点

明病例中检验与临床的重要关系。

1.4 评价方法

1.4.1 考试

课程结束后，考试以与上课类似的病例分析的

形式呈现。学生需在 2 h内以开卷形式对 3个病例

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作答。

1.4.2 问卷调查及访谈

考试结束后，课程秘书对学生、导师及讲师发

放问卷（问卷的大部分内容以 Likert Scale呈现，结

合少量主观题），并随机抽取学生、导师及授课教师

进行访谈，以了解学生与教师对该课程的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的评价，以及对教师、考试方式的评价。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及Excel 2016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

比表示。

2 结果

16名病例讨论导师及12名专题授课教师（部分

重合）中，23人完成了问卷。24名学生中共有22名
学生完成了问卷，2名学生由于在外地，不便填写

问卷。

2.1 病例讨论导师对其课堂的评价

多数病例讨论导师对其课堂上学习目标、时间

控制及学生表现均有较高评价。在访谈中，部分导

师表示，个别学生在病例讨论时的参与度较低，希

望以后能想办法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多数导师均

对学生文献检索、组织协调课前学习、PPT制作及总

结汇报等方面的能力评价较高。也有部分导师表

示，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有参差不齐的情况，也许是

课前准备工作及课堂上病例讨论参与度各不相同

的重要原因；并表示如果能针对以上各方面组织更

有效的课前培训，学生可能会有更为较好的表现

（表1）。
2.2 专题授课教师对其课堂的评价

与病例讨论导师类似，多数专题授课教师对其

课堂上的学习目标、时间控制及上课效率均有较高

评价。在访谈中，有个别专题讲座教师表示，有部

分病例讨论课上已经讲过的问题，在专题授课时，

学生的兴趣会有所减弱（表2）。
2.3 教师及学生对课程的评价

教师与学生对《检验与临床》课程的评价均较

正面，无论是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还是对学生的

启发性以及教师的教学能力均有较高的认同度。

表1 病例讨论导师对课程的评价[（x±s），分 ]

评价内容

学习目标

时间控制

学生表现

条目

您了解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临床病例的学习目标

您在课堂上能很好地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

您在课堂上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讨论临床病例

在您的课堂上，您能很好地根据学生的汇报情况，点评其不足之处

在您的课堂上，你能有效控制学生的汇报时间

在您的课堂上，你能有效控制病例讨论时间在一个学时内完成

在您的课堂上，学生讨论临床病例时热情高涨

在您的课堂上，学生很享受这种病例讨论的学习方式

您觉得学生有很好的文献检索能力，查阅的文献较新、较有质量

您觉得学生有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完整、出色地完成课前的学习任务

您觉得学生在课堂上的汇报PPT做得很好，图文并茂、内容丰富

您觉得学生的总结汇报能力很好，课堂上能声情并茂地呈现他们的学习成果

得分

4.25±0.45

3.94±0.57

4.06±0.44

4.00±0.37

3.88±0.50

4.00±0.37

3.94±0.57

3.88±0.72

3.81±0.54

4.25±0.58

4.19±0.54

4.00±0.73

认同人数

16

13

15

15

13

15

13

13

12

15

15

12

认同率（%）

100.00

81.25

93.75

93.75

81.25

93.75

81.25

81.25

75.00

93.75

93.75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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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式访谈中，学生觉得CBS教学方式与传统讲

课方式相比，具备的优势主要包括：学生认为能激

发主动和深入学习的兴趣、促使综合运用各学科知

识并加深记忆、理解临床与检验的关系、促进团体

合作、锻炼文献检索能力及建立临床思维。但学生

也并不否定传统授课方式，他们认为传统授课方式

的优势包括：知识点更系统清晰及能更细致讲解重

点、难点。类似地，教师在开放式访谈中也表示，

CBS教学方式与传统讲课方式相比，具备的优势主

要包括：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并加深记忆、激发学

生主动深入学习、锻炼学生团队协作及上台演讲的

能力、帮助学生建立临床思维、理解检验与临床之

间的关系及锻炼文献检索能力。而教师也认为传统

授课对比CBS教学的优势主要是：可以更系统、清晰

讲解知识点及可以细致讲解重点、难点。对问题“您

觉得，对比单纯的病例讨论教学或传统授课教学，

病例讨论加专题授课的教学对学生系统掌握相关

知识更有帮助”，全体教师及学生都表示认同（表3）。
比较教师与学生对同样12条问题的评分情况，

仅第 2条“病例讨论的方式对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

比传统的讲课更有意义”及第3条“病例讨论的方式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出现教师的评分高于

学生的评分，其余各条问题的评分无差异。

访谈中，部分教师，尤其是病例讨论导师表示，

并非每个学生都表现出积极参与病例讨论的态

度。部分学生也表示，无论是课前的准备工作还是

上课时的病例讨论环节，个别学生的参与热情确实

不高。这可能是由于个别学生比较习惯传统的学

习方式，未适应主动学习的方式；也可能由于个别

学生比较内向，怯于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该批学生投入到实习工作后，再次对部分学

生及任课教师进行访谈。受访的学生均表示，在

《检验与临床》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十分实用，对实习

工作很有帮助。部分学生表示，课程给他们最宝贵

的启发，一是学会了结合临床思考问题，明显感觉

到各种检验指标是临床诊断及治疗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二是在发现问题后，能自己主动通

过文献检索并请教带教教师解决问题，大大提升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信心。部分课程的任课教

师参与实习带教的过程，也反映该批学生在实习过

程中的参与感更强，更善于发现、思考临床问题，且

有较强的文献检索及解决问题能力。

表2 专题授课教师对课程的评价[（x±s），分 ]

评价内容

学习目标

时间控制

上课效率

条目

您了解在病例讨论后面的理论授课的学习目标

您在课堂上能很好地帮助学生实现学习目标

您在课堂上能很好地引导学生思考检验与临床的关系

您在课堂上，能根据学习目标及病例讨论的相关内容，挑选重要的内容予以

阐述，而非平铺直叙地讲述相关内容

在您的课堂上，你能有效控制专题授课时间在一个学时内完成

您觉得，学生上完病例讨论课后，听您的专题授课更有兴趣、更有学习热情

在您的课堂上，学生很有兴趣、很认真地听课

得分

4.33±0.49

4.08±0.51

4.17±0.58

4.25±0.45

4.17±0.39

4.17±0.58

4.08±0.90

认同人数

12

11

11

12

12

11

10

认同率（%）

100.00

91.67

91.67

100.00

100.00

91.67

83.33

表3 教师与学生对课程的评价比较[（x±s），分 ]

评价内容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对学生的

启发性

教师的教学

能力

条目

病例讨论的方式比传统的讲课方式更有助于理解临床知识

病例讨论的方式对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比传统的讲课更有意义

所选的临床病例对该类疾病有代表性

该课程有助于学生有效解读实验室检查结果

病例讨论的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所选的病例能有效提升学生对该类疾病学习的兴趣

您觉得，对比单纯的病例讨论方式或传统授课方式，病例讨论加

专题授课的学习对学生系统掌握相关知识更有帮助

该课程能让学生明白检验与临床的重要关系

病例讨论方式对学生的正确临床思维形成有重要意义

《检验与临床》课程对检验系学生日后工作有帮助

病例讨论导师对病例讨论的课堂学习效率有重要意义

教师（n=23）
得分

4.26±0.62

4.43±0.51

3.83±0.65

4.30±0.47

4.52±0.59

4.09±0.51

4.17±0.39

4.17±0.58

4.09±0.51

4.22±0.42

4.17±0.49

认同

人数

21

23

18

23

22

21

23

21

21

23

22

认同率

（%）

91.30

100.00

78.26

100.00

95.65

91.30

100.00

91.30

91.30

100.00

95.65

学生（n=22）
得分

3.95±0.90

3.95±0.90

4.00±0.62

3.86±0.94

4.05±0.90

3.81±0.80

4.30±0.47

3.86±1.04

4.13±0.77

4.05±0.72

4.09±0.75

认同

人数

18

18

18

16

19

17

22

18

19

19

19

认同率

（%）
81.82

81.82

81.82

72.73

86.36

77.27

100.00

81.82

86.36

86.36

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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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国内外有不少在医学检验教育中运用病例教
学的报道，但较多的是在医学检验的实验教学中引
入病例，或是在某门课程的理论教学中加入病例教
学的内容 [6-7]。尽管引入病例的教学方式能显著拓
宽学生视野，但在前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依然存在
不少问题。在此背景下，本系在医学检验教学中以
CBS结合传统授课设立了一门全新课程——《检验
与临床》。该课程的开设目的，就是希望结合CBS与
传统授课，充分发挥两种方式的各自优势，既能让
学生更高效率地自主学习与检验医学相关的临床医
学知识，又能让教师系统地帮学生梳理相关知识点。

根据病例讨论导师的反馈，大部分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是比较活跃的，同时也比较享受病例讨论
的学习方式；在不少病例讨论的过程中，学生都做
出了很到位的总结。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该课
程的评价也都较为正面，无论是对教学方式、教学
内容，还是对学生的启发性以及教师的能力等方
面，教师与学生均有较高的认同度。这说明教师与
学生对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有较高的认可度。访谈
中，教师与学生对CBS教学的优势都有相似的评价，
都认为CBS教学具有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促
使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并加深记忆、帮助学生
建立临床思维等优点；而传统授课则可以更系统、
清晰讲解知识点并可以细致讲解重点、难点。全体
教师及学生都同意“对比单纯的病例讨论教学或传
统授课教学，病例讨论加专题授课的教学对学生系
统掌握相关知识更有帮助”。这说明该课程结合病
例讨论方式与传统授课方式的创新得到了教师与
学生的肯定。在学生参与实习工作后的访谈中，学
生及教师的评价均反映该批学生有较强的思考及
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这都是该课程教学目标得
以实现的重要标志。

可见，医学检验系的学生其实有主动学习临床
相关知识并提升自我的愿望，也有适应新型学习方
式的能力与热情；而医学检验系的教师除了能以传
统的授课方式进行教学，同样有驾驭新型学习方式
的能力。国外已有大量研究证明，病例教学能显著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综合分析能力、培养集体意识
及提高临床工作能力[8-9]。事实证明，结合CBS方式
及传统授课方式的《检验与临床》课程，既激发了学
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加深了临床知识的记忆、建立
了临床思维，同时也丰富了医学检验系教师的教学
手段，促进了教师与学生的交流。

但在看到正面评价之余，也应该客观地看到该
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比如部分导师也表
示，个别学生对参与病例讨论的热情不高。访谈

中，部分学生也表示，这可能是由于个别学生比较
习惯传统的学习方式，未适应主动学习的方式；也
可能由于个别学生比较内向，怯于在公开场合表达
自己的观点。而本课程中的专题讲座也正好照顾
了该部分学生的学习方式。

研究者看到，病例讨论导师对学生评价相对较
低的是文献检索能力及汇报总结能力，均只有75.00%
的同意率。访谈中，部分病例讨论导师表示，学生
存在查阅的文献陈旧、影响因子低、质量不佳等问
题。部分学生则表示，由于学校没有统一要求学生
选修文献检索相关课程，学生在该方面的能力的确
有差异。而要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则也必须在
课前给予学生相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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