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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以疾病为中心,

医学教学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模式的转变以及国内高等教

育的大众化!临床教学资源明显不足!受国内人力-物力-财力

及培养效率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模

式-+早期接触临床,的教学模式难以广泛开展!本研究以临床

案例为基础!根据临床课程学习阶段医学生能力培养和教学的

需要!组织教师综合应用+案例导学-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以

探索更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

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合作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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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C6C

"

一般资料
"

将
$

个自然学期作为研究周期!对
8((*

级临

床医学专业的本科医学生
588

人%高考录取自然分成
8

个系&

进行研究!采用抽签法将临床一系作为对照组!临床二系作为

观察组$对照组
$%*

人!其中!男
))

人-女
&$

人#观察组
$)%

人!其中!男
)(

人-女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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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课堂讲授和临床见习示教!

即有患者看患者-无患者看录像-网络答疑的教学方法!按惯例

在第一节总论部分介绍儿科学学习方法!并督促学生课前预习

与课后复习$观察组学生按
%

年制儿科学教学大纲中各系统

的教学要求!选择相应病种的典型案例
$5

例进行示教$在首

次课前分为
'

个班-每班
%

个小组-每组
+

#

$(

人!学生人手一

份+学习操作手册,!采用+案例导学-问题导向,的模式进行教

学!教学流程为"书面提供典型案例-学习重点与路径
+

预习案

例-自学讨论
+

课堂%导入案例-常规讲授-提问&

+

学生复习-

讨论
+

疑难问题上传教师邮箱
+

教师网络答疑
+

见习示教-教

师总结评价
+

学生自我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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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
"

设计分别针对教师与学生的调查问卷$根据

课题实施情况和研究目的设置相关问题!采取基本资料-行为

资料-态度资料的类别顺序和内容顺序排列问题!以封闭式问

题提问!提供假定的被试行为或态度备选!主要采用单选!并呈

等级式排列$在师生各自的问卷中!关于态度资料方面的问题

趋于一致$经过预调查后由专家组对部分不适合条目进行修

订$由课题组以外工作人员统一发放和回收匿名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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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回收的问卷用
,A7"#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

用
MJMM$5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问卷进行
K=13T/7;

(

信

度系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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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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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D6C

"

学习效果
"

观察组与对照组学生在同一时间采用同一套

试卷进行考试$观察组学生考试成绩及案例题成绩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6(%

&!结果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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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师生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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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

本课程教学改革得到学生的普遍

认可!发放调查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为

&*6) R

$整体问卷信度系数
K=13T/7;

(

S(6+8)

!

K=13T/7;

(%

(6+

!故可以推断此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较高!信度较好$调

查结果见表
$

$

%)6(R

的学生认为病例选择恰当!

'(6$R

的学

生认为病例选择较合适#

&'6%R

的学生阅读了提供的案例并做

了笔记!其中认真和思考性阅读的学生占
%86)R

#

%(6+R

的学

生结合案例提前进行预习讨论!预习时间为
(6%

#

$6(;

#

)*6(R

的学生进行了复习!复习时间为
(6%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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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对照组比较$

图
$

""

观察组与对照组学生考试成绩及案例题成绩的比较

表
$

""

案例教学学生评价问卷调查结果%

R

&

问卷主要项目 不清楚 不明显 一般 较大 显著

提高学习兴趣
(6* $6' 5$6* '56) 886)

提高自学能力
%6) $'6& '868 $)6+ 8(6%

促进与老师的交流
(6( 8)65 5)65 8+6+ +6)

促进与同学的交流
%68 $*6+ '&6( 8$6( *6(

提高同学间交流能力
(6( &6' '*68 5(6+ $86)

提高师生间交流能力
%6* 8+6% ''6& $)6% '6'

提高与患者的交流能力
$6& 8'65 5&6$ 8%6( &6*

提高健康教育的能力
86% $%65 5%6* 5)65 $(68

对临床思维培养有帮助
%6* $'6) 5)65 556+ &6)

扩充了临床知识
)6( 56+ 556( '56' $56+

提高应用文献检索的能力
*6* 5*6' '(6$ $(65 '6%

提高了学习效果
$65 '6) '$6$ '86% $(6%

掌握知识点更牢固
'6% $*6+ 5%6( 5*6( %6*

掌握知识点更灵活
(6( )6& '*68 5+6' *6%

更容易理解教学内容
56+ $56& '56( 5865 *6(

更容易记忆知识点
(6( 56+ 5&6& '%6% $(6+

喜欢这种学习形式
(6( %6* 5%68 '86% $)6)

推荐为常规教学方法
b 568 b 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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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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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
"

无记名调查全程参与课程教学的

&

名教师!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为
$((6(R

$整体问卷

信度系数
K=13T/7;

(

S-(6+('

!故可以推断此问卷的内在一致

性较高!可信度较好$调查结果见表
8

$教师们普遍认为案例

选择恰当$

表
8

""

案例教学教师评价问卷调查结果%

R

&

问卷主要项目 不清楚 不明显 一般 较大 显著

提高分析临床案例的能力
(6( (6( $$6$ **6+ $$6$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6( (6( ''6' ''6' $$68

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6( (6( 8+6) %*6$ $'65

提高与同学的交流能力
8868 $$6$ $$6$ ''6% $$6$

提高与老师的交流能力
(6( (6( %%6) 5565 $$6$

提高与患者的交流能力
$$6$ 8868 556' $$6$ 8868

提高健康教育的能力
$$6$ $$6$ 8868 ''6% $$6$

掌握知识更牢固
(6( (6( $$6$ ))6* 8868

掌握知识更灵活
(6( (6( $$6$ **6+ $$6$

扩充书本以外的知识
(6( (6( **6+ $$6$ $$6$

丰富学生的临床知识
(6( (6( 5565 ''6% 8868

对学生临床思维培养很有帮助
(6( (6( (6( ++6& $$6$

有利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6( (6( 8868 ))6* $$6$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5565 5565 8868 $$6( (6(

喜欢这种学习形式
(6( (6( $$6$ %%6) 5565

推荐为常规教学方法
b (6( b b $((6(

""

b

"表示此项目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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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看法差异
"

由于全程参与+案例导学-问题导向,

教学模式实践的教师人数较少!其调查结果可能欠客观!但师

生看法的总体差异值得关注$案例选择原则得到师生的普遍

认可$大多数师生表示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认

为该模式对学生独立思考有很好和较好的启发性!并表示喜欢

这种教学模式!教师认同的比例高于学生$近半数及以上的师

生认同该方法对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有较大的帮助!有利于学

生掌握知识!其中教师的认同度明显高于学生$

E

"

讨
""

论

$&

世纪
*(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首创案

例教学法是将已经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作为个案形式

让学习者去分析和研究!并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提

高学习者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

$

)

$源于杜威的

问题教学法理论的基于问题式学习兴起于
8(

世纪
)(

年代!它

以信息加工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

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

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

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8

)

!该基于现实问题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方式是建构主义教学改革设想中被广泛采用的核心思

路(

5

)

$本改革试验遵循教学大纲!选择临床真实案例!从学生

的知识水平-学习过程需要和学习兴趣需要出发!构建临床课

程学习引导与促进模式!体现了教学论的人本化思想和现代心

理学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适应了学习者建构知识-接受知

识的内在认识秩序!符合人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和发挥自

身主体性的客观规律(

'

)

$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引导学生围绕临床实际问题展开自

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首先以案例为基础!预习教科书上的临

床知识以及复习相关基础知识!以教师课堂提问方式启发学生

发现问题-思考解决问题#以小组形式引导自学-讨论!培养自

学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增加课外阅读!扩充相关知

识#通过典型案例的总结与分析!促进学生对临床知识的理解-

掌握-迁移和运用$学生通过从临床到基础!又从基础到临床

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解决问题的技

巧!建构起相应的知识与经验#另一方面!教师的提炼和概括!

使学习者所建构的知识更清晰-更系统$在课程学习阶段以训

练正向思维为主!建立临床思维模式!从正向到逆向-到发散!

循序渐进培养临床思维方法$此外!+案例导学-问题导向,教

学模式减少患者资源的利用!体现了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有助

于扩大教学资源!为不能+临床,的医学生弥补不足(

%-+

)

$

该教学模式有助于教师把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和人本主义

思想落实到具体的临床医学教学行为中!在案例采集-编制以

及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实施过程中!教师对临床真实案例

的多维度解读和研究!将医学专业理论和临床实际操作联系起

来进行思考!不仅有助于教师自身临床能力的提高!也有利于

其对教育理论的理解!从而提高其临床教学的能力$此外!教

学案例研究使教师经常处于一种反思状态!有利于培养教师的

观察能力!并与学生形成互动!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效果$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对教学改革的实施以

及改革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是教学改革的主导!

教学改革需要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兴趣需要和学习过程需要

出发!采用+压力加引导,的教学实施与管理方式$在传授式课

堂教学模式下!辅以+案例导学-问题导向,的课程教学方法!有

利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学生学习能力-

学习效果也得到显著的提高!在临床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这一教学方式是提高临床课程教学效率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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