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和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激发学习兴趣&及时调整自己的学

习计划&切实提高统计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同时有助于

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引导教师研究教学'设计

教学&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实现教学相长&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此轮卫生统计学形成性评价考核模式的改革中&观察组与

对照组期末笔试考核成绩没有差别&仅在统计软件操作考试

中&观察组表现优于对照组+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形成性评价改

革的效果+因为统计软件操作测试不仅可以考察学生统计软

件的操作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考察学生的统计思维能力&而

统计思维能力的培养则是卫生统计学教学的重点+观察组虽

然在期末考试中未取得更好成绩&但在案例讨论'科研设计等

教学环节的设置中却得到了统计思维能力的更多锻炼&也体验

到了成功和收获的喜悦+

,

项考核成绩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表

明&只有卫生统计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理解透彻&才能得心应手

的应用统计学知识和统计软件解决实际问题+

改革所涉及的
'

个专业均有文科生源&在以往的教学过程

中&常有文科生抱怨卫生统计学的学习对文科生难度太大&作

者对于文'理科学生的
,

项成绩进行比较后未发现差别&提示

文'理科的区别与测评成绩无关+

学习过程问卷改进版
9%R*c%0)

量表在其他研究中显示

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

&为了探究形成性评价是否促进了学生

的深层学习动机及策略&对观察组与对照组学生进行了学习过

程的测评&结果显示两组仅在表层策略维度上有差异&且观察

组表层策略高于对照组&这与本研究初衷背道而驰&课程组通

过学生座谈和教师讨论认识到&由于这
'

个专业有多门课程同

时开展案例讨论或基于问题式!

*;+

"教学法&观察组学生学习

任务过重&疲于应付&对照组学生反而相对轻松&因而表层学习

策略分数更低+这也提示在未来开展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既

要兼顾学生的学习负荷&又要通过调整学习环节的设置&努力

达成教学目标+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表明&

,

项成绩的影响因素中均含有考

试目标&即考试目标越高&考核成绩也越高&提示授课教师在课

程开设初期就要鼓励学生设置较高的学习目标&激发学生的深

层学习动机&从而提高统计思维能力&促进科研创新精神+统

计软件操作和理论知识笔试的影响因素中均有性别&即女生倾

向于取得更高的成绩&可能与医学院校女生学习更努力有关,

理论知识笔试的影响因素还有家庭所在地&即海南省外生源倾

向于取得更高的理论知识笔试成绩&可能是因为生源地不同&

高中数学的教学内容有一定差异$

!"

%

,统计软件操作成绩的影

响因素还有深层学习动机&即深层学习动机强度更高的学生倾

向于取得更高的统计软件操作成绩&深层学习动机来自于对所

学内容实质的兴趣和发展自身在某一特定学科中的能力&而非

应付考试而进行学习&说明在卫生统计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需借助良好的教学设计和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促进统计思维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卫生统计学形成性评价改革实践证明&只有采用合理的教

学设计和学业评价策略&才能促进深层学习动机&提高课堂教

学的收益和质量&帮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积累学习的自信&

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取得学业与综合能力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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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首创的一种教学模式&指围绕由教师精心准备的临床病案&

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学生利用各种资源寻求答案&通过自学

和小组讨论的方式学习相关知识$

!

%

+临床病案讨论是-生殖药

理学.从理论学习到临床用药的重要转变形式&有利于让学生

更深刻地理解理论学习内容+为了探讨临床病案
*;+

教学法

在-生殖药理学.中的教学效果&本课题组在-生殖药理学.以传

统讲授法!

37B><E7%F4O75374E6A6

@

&

+;+

"的基础上引入了临床病

案
*;+

教学法&并与单一的
+;+

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教学对象为广东医学院
0"!"

'

0"!!

级临床医

学专业生殖方向本科生各
,1

人&-生殖药理学.授课内容基本

一致&主要是-生殖药理学.临床病案授课方法不同+

0"!"

级

采用
+;+

教学法#理论课时为
,H

学时&在理论课中教师穿插

讲解临床病案&即
+;+

教学班+

0"!!

级采用
+;+

教学法与临

床病案
*;+

教学法相结合#理论课时为
,"

学时&采用
+;+

教

学法,所有临床病案集中在一起进行
*;+

教学法&共
H

学时,

*;+

教学时将学生分为
$

组&每组
1

人&学生按组别对临床病

案进行分组讨论研究&即
*;+

教学班+

!&"

!

教学内容
!

临床病案教学内容为授课教师从东莞市人民

医院和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集到的与-生殖药理学.理论

课程内容相关的临床病历&涉及继发性闭经'继发性不孕和多

囊卵巢综合征等生殖系统疾病&教师根据病历整理出讨论病

案&并列出讨论问题&每组学生根据所列问题在毕博教学平台

上进行讨论后逐一解答&并制订用药方案和阐明用药依据+

!&#

!

教学方法
!

-生殖药理学.理论课程都采用
+;+

教学法&

临床病案讨论课采用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

"

+;+

教学法#

教师在理论课授课过程中当场发布与授课内容相关的临床病

案&引导和启发学生就所列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学生独自思

考并制订用药方案和阐明用药依据+教师随机抽取少数学生

的用药方案进行点评&最后由教师对临床方案进行详尽的剖析

和讲解+!

0

"

*;+

教学法#教师在所有理论课上完后发布临床

病案&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分组对临床病案进行讨论&以组为单

位制订用药方案和阐明用药依据+临床病案讨论课时&将每组

的用药方案和用药依据在毕博教学平台上共享&教师和学生根

据各组用药情况提出问题&学生以组为单位对所提问题进行研

讨&得出答案&教师当场不对学生的答案给予明确的评价&教师

只在其中起监督和引导作用+在临床病案讨论课结束后&教师

再给出标准答案但不对临床病案进行详尽的剖析和讲解+

!&$

!

教学效果考核指标
!

-生殖药理学.课程结束后&对学生

进行闭卷考试&考试成绩为百分制+将
0"!"

级与
0"!!

级-生

殖药理学.考试成绩进行比较分析&

0"!!

级考试试题和
0"!"

级考试试题是由相同教师出题&两套试题难易程度基本一致+

问卷调查学生对临床病案
*;+

教学法的评价+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4>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用
$[%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0 检验&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学生生殖药理学考试成绩比较
!

两种教学法实施

后&-生殖药理学.考试成绩
*;+

教学班为!

S!&1$[1&#'

"分&

+;+

教学班为!

$H&#![#&1,

"分&两班考试成绩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0H

"+

"&"

!

生殖药理学临床病案
*;+

教学法的评价
!

学生对-生殖

药理学.临床病案
*;+

教学法的总体评价#

!1

人!占
'0&#Z

"

评价教学效果好&

0"

人!占
1$&!Z

"评价教学效果一般&

"

人评

价教学效果差+

*;+

教学法不足之处#课前和课后花费时间

较多'讨论结果得不到教师的及时确切评价'学生自行评价容

易跑题'少数学生不主动参与讨论等+临床病案
*;+

教学法

的教学效果评价具体内容见表
!

+

表
!

!!

)生殖药理学*临床病案的
*;+

教学法的

!!!

教学效果评价%

&\,1

&

Z

'

调查项目 完全同意 部分同意 不同意

激发学习兴趣
H1&$! ,!&', 0&SH

提高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
'S&1$ 1!&', "

培养查阅资料'获取信息等自学能力
$$&!' 00&SH "

拓宽知识面
$$&!' 00&SH "

增强理论知识的记忆'理解和运用能力
1$&!' '0&SH "

提高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H"&"" '"&"" "

培养逻辑思维和临床思维能力
$$&!' 00&SH "

提高表达与辩论能力
'1&$0 '1&$! S&1$

提高与他人沟通'交流与合作能力
'0&SH 'S&1$ S&1$

提高学习效率
00&SH HS&1$ S&1$

#

!

讨
!!

论

!!

-生殖药理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出具有临床应用能力的

生殖专业学生&为临床提供服务+

+;+

教学法过于注重知识

的传授&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和创新精神&而临床病案
*;+

教学法能否提高教学质

量值得深入探讨+

-生殖药理学.考试成绩
*;+

教学班为!

S!&1$[1&#'

"分&

+;+

教学班为!

$H&#![#&1,

"分&两班考试成绩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0H

"&提示临床病案
*;+

教学法比
+;+

教学法教

学效果好&问卷调查也可以看出临床病案
*;+

教学法对学生

综合学习能力有所帮助+临床病案
*;+

教学法创造出一种挑

战性和互助性的新型学习环境&运用临床病案讨论&把抽象的

生殖药理学理论知识与具体病案结合起来&使所学的理论知识

不再是死记硬背的空洞知识&而是临床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内

容&并且打破了学科界限&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到问题背

后的科学知识$

0

%

&也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习自主性+围绕临床病案设置的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

查阅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拓宽知识面&并且在解答问题过程

中&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分小组研讨可以训练学生的表达

能力&与他人沟通'交流与合作能力+在
*;+

教学模式下&学

习背景和实际生活情境非常接近&学生记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都得到提高$

,

%

+临床病案比较生动&具有吸引力&易于学生在

脑海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能够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和理

解&提高学习效果+因此&对临床病案的研讨式学习&可以增强

学生临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缩短适应临床工作的期限&培

养实用型人才+

虽然临床病案
*;+

教学模式有很多优点&但仍有多种因

素限制了
*;+

教学法的应用推广+!

!

"

*;+

教学法并不一定

有利于学生对医学理论知识的系统掌握&因为应试教育下尚未

进入临床实习的学生的基础知识尚欠扎实&综合逻辑思维能力

不足&而临床病案涉及学科知识比较广且深&学生一般难以驾

驭+如病案中的闭经患者&同时存在多种可能发病诱因&并且

伴发乳腺肿瘤性疾病&疾病与药物之间有相!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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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J*$;

合成障碍&造成肝细胞不能将铜转运到高尔基体与

#

0%

球蛋白合成铜蓝蛋白&血中游离铜水平升高&且铜不能通过

胆道排出体外而在肝内沉积&主要沉积在肝细胞溶酶体内&因

肝细胞可储存正常肝铜水平
1"

倍以上的铜&因此患者在
H

岁

以前很少发病&一般到青春期前后&肝内储存的铜已超过肝的

最大极限&溶酶体破裂&肝细胞自溶坏死+铜释放入血&可在角

膜巩膜缘的角膜后弹力层沉积形成典型的角膜色素环&以及在

双侧大脑基底节豆状核对称性沉积&引起神经'精神和肌肉症

状&在肾脏沉积则引起肾脏损害&约
!$Z

的患者可出现急性溶

血性贫血$

,

%

+肝豆状核变性发生急性溶血性贫血的具体机制

尚未阐明&可能机制如下#!

!

"由于大量铜释放入血&直接损伤

红细胞膜&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脆性增加&在循环中受机械损

伤被破坏$

'%1

%

&且易被单核
%

巨噬细胞吞噬,!

0

"铜氧化红细胞膜

的巯基&抑制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红细胞抗氧化能力下降&自

由基对血红蛋白及红细胞膜造成损伤,!

,

"铜对
-%H%*:

&

(J*

酶及多种糖分解酶有抑制作用+

该患者主要表现为肝大&肝生化指标'凝血功能异常&影像

学提示肝实质损害伴间质水肿&故考虑急性肝衰竭,患者有高

热&酱油色小便&血红蛋白进行性下降&网织红细胞升高&骨髓

穿刺提示中晚红比例增高&

.==LFO

试验阴性&且患者无出血

表现&故考虑急性溶血性贫血+患者巩膜'皮肤黄染&胆红素升

高&尿胆素原
'

阳性&大便黄色&

K9a

提示无胆道梗阻&故黄疸

为肝细胞黄疸和溶血性黄疸共同参与&不考虑梗阻性黄疸+两

次查铜蓝蛋白均降低&两次查
0'P

尿铜排泄量均升高&且查见

角膜色素环+患者血象不高&

.9*

正常&两次血培养无细菌生

长&常见嗜肝病毒'弓形虫'自身免疫性肝炎均阴性&不考虑常

见微生物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肝损害和溶血+综上所述&肝豆状

核变性诊断明确+肝豆状核变性是目前少数能用药物治疗且

效果较好的遗传代谢性疾病之一&其治疗效果好坏与诊断早晚

密切相关+肝豆状核变性合并急性肝衰竭和急性溶血性贫血&

误诊率高&病死率高&早期诊断是取得较好疗效的关键+作者

体会#对于
!!

岁左右的患者&出现不明原因肝功能损害&在短

期内呈快速进展&进行性加重&合并溶血&尤其是
.==LFO

试验

阴性的溶血&在排除常见肝功能损害的原因!感染&酗酒&淤血&

淤胆&药物&毒物&免疫&脂肪肝等因素"后可考虑到遗传性疾病

肝豆状核变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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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影响&大多数学生反映诊治疾病有一定难度&有畏难情绪&但

是如果学生相互讨论'抽丝剥茧&还是能够正确诊断并研讨出

合理的治疗方案+!

0

"各个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一&

设计病案时不能考虑到每一位学生$

'

%

+个别简单的问题&学生

利用网络资源可以找到答案&学习和应用能力较强的学生觉得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机会&直接复制'粘贴就行&无需再讨论&挑

战性不高+!

,

"

*;+

教学法占用学生的业余时间较多$

1

%

&少数

学生易产生懈怠行为+对于临床病案中较难的问题&要从海量

信息中找到答案&学生往往需要查找和研读大量文献资料&并

且去伪求真&归纳总结&才能正确解答问题&整个过程繁琐且费

时&少数学生根本不查找资料&也不主动参与讨论&坐等其他组

员解决问题或者查看其他同学分享的资料+!

'

"学生习惯于

+;+

教学方法&对新的教学方法尚需一段时间磨合和接受&部

分学生仍希望老师牵着一步一步地走&要求老师系统讲解和给

予答案+比如#有学生提出不会看性激素六项检测结果&理由

是上课时没有教过如何看检测结果表格&实际上只要稍微认真

研读性激素六项检测结果表格&绝大多数都可以看懂&说明该

类学生不肯动脑&完全依赖教师填鸭式教学+!

1

"其他因素#师

生比例'教师教学技巧和毕博教学平台等都会影响
*;+

教学

法的实施+

综上所述&临床病案
*;+

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生殖药理

学.考试成绩&并对学生综合学习能力有所帮助+在现有的条

件下&大多数课程中尚未开展
*;+

教学模式'学生亦习惯于传

统教育的社会大环境下&宜循序渐进式推广
*;+

教学法'宜精

不宜多$

H%$

%

&以利于培养有一定的独立思维和临床实用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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