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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传统临床病理学教学中存在一定条件限制的局限，提出临床、影像、解剖、病理内容

“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改革实践。该教学法能够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率。该教学方法

具体优势体现在：临床、影像、解剖、病理不同模块的数字化材料得到整合，使教学内容更加完善；有助

于提高住培医师对病理特征及疾病整体特征的认知，促进其临床病理结合思维能力；混合式数字化教

学与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包括临床病理讨论等多种形式，使教学自由度更高，有利于课堂学习及自

学。本研究通过对该“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的构建和应用展开讨论分析，以期为临床病理学

教学和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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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快速发展，临床病

理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的教学工作已步入

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在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建设中，临床病理学的主要任务是基于

组织或细胞形态进行疾病的诊断，其内容为临床诊

疗所必需之一。然而病理学知识体系庞大，内容繁

杂，由于目前住培医师轮转设置、病理科自身的条

件限制、教师专业资质、教学模式不统一等诸多原

因[1-2]，较多住培医师在病理科轮转期间存在学习时

间短、轮转要求高、教学内容与需求匹配不足等问

题，造成教学内容不充分、住培医师难以在短时间

内将教学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知识。这已经成为

毕业后医学教育中的难点，该问题在非病理专业的

住培医师中更为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教学环

境的改变，一方面原有教学方法不断面临新考验，

比如，新冠疫情曾导致临床病理学教学受到一定影

响[3]；另一方面临床病理学出现新趋势，比如数字病

理资源近年来已广泛出现于临床病理学各个领域，

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数字化资源用于临床病理学

教学活动[4-5]。目前，国内对于临床病理学教学方法

的研究探索仍在不断进行[6-7]，但总体而言仍不能完

全满足临床病理学的教学要求。与时俱进地纳入

新教学元素、形成新教学方法成为大势所趋，因此

亟须在当前形势下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四位一体”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在临床病理学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中的应用不是单纯使用数字病理技术，而是将

疾病相关的临床、影像、解剖、病理等不同模块的数

字化内容有机整合，形成混合式的教学方法。本研

究通过开展“四位一体”数字化教学，探索其在住培

医师临床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在已有的教学

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住院医师的知识学习和实

践能力。

1　“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的内涵

目前，数字化已逐步出现在多个医学专业教育

领域并越来越受欢迎[8-9]。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得数字化方法重构教学内容得以实现，通过与传统

教学方法联合使用，数字化教学可以达到提升教学

效果的目的。数字化教学具有较广泛的教学应用

场景，包括医学生教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医

生的继续医学教育等。尤其是在临床病理学的教

学中，通过把疾病相关的临床、影像、解剖、病理 4 方

面的数字化内容及传统内容进行整合，同时突出学

科专业重点，即所谓的“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

学，可以提高教学效果，扩大知识增益。

数字化教学内容存在诸多优势：①稳定性。传

统病理学形态学学习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组织切片

来实现。这种组织切片一般以玻璃为载体，存在易

碎、易褪色等缺陷，一旦切片遗失则需要重新制作，

对于某些珍贵的样本可能就缺失了。相比较而言，

数字化信息可以永久保存，由于其不需要特定载

体，质量比较恒定，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后续教学可

实现精确性与可重复性。②便利性。数字化信息

仅需普通电子设备即可完成学习，获取信息更加容

易。可对组织图像进行自由编辑，且不受时空限

制，学生可通过远程方式完成病理学习，因此使用

上会更加自由。

2　“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2.1　实施基本方案

数字化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实施，由教师讲

课+住培医师互动组成。其具体形式不局限于讲

课，还包括：①课前，教师提前整合临床、影像、解

剖、病理 4 方面不同模块的材料，形成数字化内容及

综合信息（表 1），将部分内容提供给住培医师自学

参考。②课中，首先由教师对知识点进行讲解，再

由住培医师对知识点进行复现。随后教师与住培

医师对问题进行讨论分析。通过主体角色不断换

位，由教师—住培医师—教师—住培医师，把存在

的问题讲解清楚，找出可能的待解决问题。在此讨

论期间，教师对住培医师的参与给予及时反馈。尤

其是临床病理学关于组织形态的内容是核心知识，

教师针对组织形态及对应的免疫组化、分子病理教

学均采用大量的数字化电子资源，使教学内容更加

具象化。③课后，住培医师根据数字化教学资源对

内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通过个人继续学习解决课

上发现的问题。

“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还可以与多种

教学方法相结合，展现出更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

有更高的教学自由度。比如：病理方面较为独特的

教 学 模 式 是 临 床 病 理 讨 论（clinical pathological 

conference，CPC）。这是以开展临床病例讨论为中

心的教学法，主要在病理学教师指导下，以某个具

体临床病例为切入点，提出系列问题，让住培医师

在查阅资料和自学基础上进行讨论，充分发挥其主

动性、创造性、能动性。同时，教师进行指导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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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有利于系统展示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结局

等，激发住培医师学习兴趣，提高住培医师综合运用

能力。

2.2　典型应用案例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是炎症性肠病的主

要表现之一，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病变，

可影响消化道多部位及肠外器官，形成慢性、持续

性的炎性病变。针对这一病变的病理学习，不是单

纯罗列该病变的病理学改变，而是通过临床、影像、

解剖、病理这几方面的内容先形成整体特征，然后

逐步引出病理学方面的组织改变，最后将内容连贯

起来形成整体的知识脉络。住培医师通过这种学

习方式很快对克罗恩病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在面

对患者时也能够及时作出诊断与鉴别诊断（图 1）。

2.3　教学满意度评测
随机选取近 3 年在本单位临床病理规范化培训

基地参加轮转的 40 名住培医师作为研究对象，在教
学中采用“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开展教学
活动；并通过满意度调查表从学习兴趣、学习效果
等方面予以评价，按照满意人数/总人数的百分比值
计算满意度。研究结果显示，住培医师对使用该教
学方法的整体满意度均值为 96.50%（表 2），满意度
较高。参与调查的住培医师普遍对该教学方法的
使用予以肯定，并表示该教学方法以病理形态为切
入点，系统地让住培医师了解到疾病多方面的整体
表现，加深了其对疾病特征的整体认知与掌握。这
一点最为突出，满意度 100%（40 人）。同时，该教学
方法在其他方面也对住培医师有很大帮助，如增加
学习兴趣、提高病理特征的认知、提高临床病理结
合思维能力、有利于课堂学习和自学。

3　思考

3.1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临床病理学是传统的医学形态学课程，存在

表1 “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内容

模块

临床方面

影像方面

解剖方面

病理方面

综合性

主要内容

1. 症状

2. 体征

3. 病程改变

1. 内窥镜检查

2. 超声检查

3. CT/MRI 检查

1. 病变的大体形态特征

2. 病变的解剖位置关系

1. 显微镜下组织结构特点

2. 显微镜下细胞结构特点

3. 特异性的免疫组化标记物

4. 特异性的分子病理改变

5. 实验室检查

1. 诊断要点梳理，着重阐述上述 4 方面的相互联系

2. 鉴别诊断要点

3. 相对应的治疗及预后信息

数字化形式

文字描述、幻灯片展示等

文字描述、幻灯片展示等

文字描述、幻灯片展示等

电子图片、文字报告等

电子图片、文字报告等

电子图片、文字报告等

视频、电子图片、3D 模型等

视频、电子图片、3D 模型等

显微照片、数字病理全切片扫描等

显微照片、数字病理全切片扫描等

显微照片、数字病理全切片扫描等

电子图片、文字报告等

文字报告、幻灯片展示等

思维导图、幻灯片展示等

思维导图、幻灯片展示等

思维导图、幻灯片展示等

图1　“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模式图

（以克罗恩病为例）

表2 应用混合式数字教学的轮转学员满意度调查[n（%）]
评估项目

增加学习兴趣

提高病理特征的认知

提升疾病整体的认知

提高临床病理结合思维能力

有利于课堂学习和自学

整体满意度均值

满意度

37（92.50）

39（97.50）

40（100.00）

39（97.50）

38（95.00）

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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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胜千言”的直观性特点。在这种以形态为主

的医学课程学习中，影响学生对知识理解程度的主

要因素之一是课程资源的丰富性。如何带给学生

更贴近临床实际的教学内容是教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面。理想的教学方法不仅要有助于学生更充

分地融入课程，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还要有助于

教师便利地规划课程内容，组织教学活动，以更好

地实现教学目标。目前，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相关的理论教学多以讲座形式开展。对于初步接

触病理的轮转住培医师而言，单纯的病理学知识会

显得较为片面化，使其缺乏对疾病整体的把握，同

时基于文字信息的讲座缺乏形象化，都会导致住培

学员对疾病理解不足。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10]，近年

来，数字化已成为临床病理学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其作为一种安全的

教学方法大大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11]。然而，目

前在临床病理教学中的数字化应用还不够充分，其

中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合适的资源整合。在此背景

下，本研究提出临床、影像、解剖、病理“四位一体”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这一理念。该混合式数字化教

学的核心要素在于构建系统的完整的教学资源。

以消化系统疾病为例，该模式将与消化系统病变相

关的临床、影像、解剖、病理 4 方面内容，以数字化形

式有机整合，阐明住培医师在消化系统疾病中应掌

握的知识和能力，并可后续围绕具体能力细化设计

教学目标，组织教学活动。该教学模式符合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建设目的。同时，其具有鲜明特色

的数字信息内容，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标准化、系

统化，实现较好的重复性、准确性；以及后续的教学

评估，让住培医师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完整把握

疾病的特征与关键点，更好地查缺补漏，提升教学

质量，稳定地满足教学要求。

3.2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的教学效果分析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能使住培医师更好地融入

知识体系。在混合式数字化教学中，住培医师通过

学习整合的知识，系统地掌握了某种疾病从临床表

现到病理诊断的系列内容，使其拓宽了视野，从而

对疾病的认知不再局限于某个学科单方面的描述，

而能多角度把握疾病特点。同时，混合式数字化教

学内容可通过图像、动画、3D 模型、短视频等多种方

式动态呈现，有助于住培医师更为轻松、快速地掌

握知识要点，加深对教学内容的学习。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也为教师带来便利性。多

系统资源以数字化形式整合在一起，在传播和使用

上具有更大方便性，减少了对教学环境的依赖性，

便于教师更灵活地建构课程体系、明晰教学策略、

减轻准备教学资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同时，混合

式数字化教学资源可以更好地形成标准化教学内

容，保证教学的可持续性与可重复性。教师还可将

其与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比如以案例为基础的教

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以团队为基础的教

学法（team-based learning，TBL）、基于问题的教学模

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基于学习产出的教

育模式（outcomes-based education，OBE）、慕课/大型

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对分课堂，以及病理教学中最常用的临床病

理讨论模式等[12]，以提升教学效果。

3.3　混合式数字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尽管本研究探索和实践了“四位一体”混合式

数字化教学，但研究者也注意到该教学方法仍需要

进一步完善。首先，混合式数字化教学的内容可以

更丰富，即不仅限于“四位一体”的教学内容，任何

与疾病相关的内容都可以整合到一起。同时，其形

式也应更加多样化，根据社会的发展增加住培医师

更易于接受的形式，使教学材料更加丰富全面。其

次，鉴于数字化教学的便利性特点，可根据每个住

培医师的特点制定精细化、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在

达到教学目的、保障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大胆探索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确保完成对知识的传授及相应

的实践应用。最后，混合式数字化教学过程中，应

更加注重课程思政内容的安排，形成协同效应，把

教书育人、立德树人落到实处，实现科学创新。

4　结语

在数字化大背景下，通过融合赋能，使相关的

多系统内容有机结合到一起，形成更加全面化、精

细化、应用化的“四位一体”混合式数字化教学内

容，能够有效促进学科教学的发展。该教学方法的

探索，旨在弥补传统临床病理学教学中的不足，为

临床病理教学提供更贴近临床应用的内容，帮助住

培医师顺利完成从学校学习到临床工作的转化，同

时也可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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