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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学模式在局部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随机选择潍坊医学院 ２０１６
级临床医学专业 ４ 个班级为研究对象ꎬ两个班为实验班ꎬ另外两个班为对照班ꎮ 实验班采取“翻转课堂＋案例式教

学”的模式ꎬ对照班全程采取传统授课方式ꎮ 教学结束后通过考试及调查问卷等方法ꎬ评价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

果ꎮ 结果 实验班学生理论考试主观题得分、总成绩、期中测验成绩、平时成绩及最终学习成绩均高于对照班(Ｐ<
０ ０５)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班学生在激发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和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

能力等方面高于对照班(Ｐ<０ ０５)ꎮ 结论 在局部解剖学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学模式ꎬ可以提高教学效

果ꎬ对于局部解剖学教学改革具有较大启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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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香红　 翻转课堂结合案例式教学模式在局部解剖学中的应用

　 　 局部解剖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是基础医学与

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 [１] ꎬ对于临床医学生而言ꎬ
学好局部解剖学ꎬ可为以后学习临床专业课程打

下良好的基础ꎮ 以培养应用型医学专业人才为

己任ꎬ按照«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

学专业(２０１６ 版) »的要求ꎬ学习基础课程阶段加

强医学生“早临床、多临床”的能力训练和思维训

练ꎬ是培养具备岗位胜任力的医学人才的必经之

路ꎮ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ꎬ努力探索新的课堂教学

模式ꎬ已成为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方向ꎮ 在局

部解剖学教学实践中ꎬ结合多年来的教学经验ꎬ
积极探索翻转课堂(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结合案例

式教学模式的应用ꎬ可为局部解剖学教学改革提

供新思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及分组

纳入标准:随机选择潍坊医学院 ２０１６ 级临床

医学专业 ４ 个班级为研究对象ꎬ两个班为实验班ꎬ
另外两个班为对照班ꎬ实验班和对照班各 １１０ 人ꎬ
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大一系统解剖学成绩

之间比较无差异ꎮ 选取教研室 ４ 名教学经验丰

富、责任心强的中青年教师ꎬ每位教师同时给一个

实验班和一个对照班上课ꎬ教师之间的教学能力

比较无差异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实验班采取“翻转课堂＋案例式教学”模式:
局部解剖学采取实验理论一体的授课形式ꎬ每次 ４
学时ꎬ讲述理论内容后按照要求进行标本操作ꎮ 选

取颈部、胸部的部分章节ꎬ上肢腋区ꎬ下肢股前内侧

区、臀部和股后区ꎬ作为翻转课堂教学的内容ꎻ在头

部、颈部、胸部和盆会阴区 ４ 章结束后开展第 １ 次案

例式教学ꎻ上肢和下肢章节结束后开展第 ２ 次案例

式教学ꎮ 具体设计如下:
１)课前准备阶段: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知识

学习和拓展

提前 ２ 周将标本操作视频、ＰＰＴ 课件、精品课

程的微课视频、学习纲要等材料给学生ꎮ 学生利

用课余时间自行观看操作视频、学习教学课件等

以掌握该章节的知识重点ꎮ 在自学期间ꎬ学生可

利用微信与教师、同学进行讨论ꎬ解决学习过程中

的疑问ꎮ 教师对集中的知识难点和问题进行解

释ꎬ并适当抛出 １ ~ ２ 个相关的临床问题ꎬ启发学生

深入思考ꎮ
教师和临床医生合作编写相关章节的临床案

例ꎬ并提前 １ 周给学生ꎬ在课余时间进行小组讨论ꎬ
并将讨论结果做成 ＰＰＴ 进行课堂汇报ꎮ 选取的临

床案例主要体现临床解剖知识的应用ꎬ例如用学过

的解剖学知识解释疾病的临床症状ꎻ理解外科手术

治疗中的解剖层次ꎬ手术注意的结构和毗邻关系ꎬ
等等ꎮ

２)课堂实施阶段

学生扮演“教师”和“医生”ꎬ进行理论知识讲解

和临床案例分析ꎮ
理论知识讲解:每个班级分为 ６ 个小组ꎮ 每组

选派一名代表上台当“教师”ꎬ进行理论知识讲解ꎬ
其他同学进行适时修改、补充和提问ꎮ 教师对学生

代表的讲解进行纠正和补充ꎮ
案例分析讨论:学生以 ＰＰＴ 的形式讲解临床案

例讨论的结果ꎬ学生以情景模拟的方式展示临床案

例中的患者和医生形象ꎬ在展示过程中着力于解决

临床案例相关的临床解剖学问题ꎮ 其他同学以“患
者”或者“患者家属”身份对“医生”进行提问或者质

疑ꎬ通过这种形式的模拟、讨论和交流ꎬ真正理解所

学理论内容ꎬ将解剖和临床疾病相结合ꎬ学以致用ꎬ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解剖标本操作:学生解剖实践操作并讲解ꎮ 小

组成员分“角色”进行解剖操作ꎬ有主刀、助手、技术

指导和顾问 ４ 种角色ꎬ教师巡回指导ꎮ 解剖完毕后ꎬ
每组选取一名同学讲解解剖出的主要结构和变异结

构ꎮ 教师根据各组学生解剖操作和讲解情况进行点

评和补充修订ꎬ之后小组间进行自评和互评ꎬ教师

评价ꎮ
３)课后总结复习

针对课堂讨论的案例进行反思ꎬ找出缺点和不

足ꎬ通过班级微信群进行师生交流和答疑ꎻ撰写实验

报告ꎬ以绘图的形式展现解剖操作成果ꎮ
１ ２ ２　 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没有课前阶段

的准备工作ꎬ 课堂阶段ꎬ 理论内容由老师按照传

统的讲授法进行讲解ꎬ 之后分组进行标本操作ꎬ
最后教师进行标本示教和讲解ꎮ 对照班不采取任

何形式的案例式教学ꎮ 对照班和实验班师资完全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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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ꎮ
１ ２ ３　 教学效果评价

１ ２ ３ １　 考核成绩: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采取

相同的考核方式ꎮ 学生的最终考核成绩构成为:
６０％期末考试成绩＋１０％期中测验成绩＋３０％平时

成绩(课堂表现＋实验报告)ꎮ 在学期的第 ７ 周ꎬ进
行１ 次闭卷形式的期中随堂测验ꎮ 主要题型为名

词解释和临床案例分析题ꎮ 由教研室不参与该项

教学研究的教师出题ꎮ 课堂表现 ２０ 分:包括教师

课堂提问、实验态度和技能考核ꎬ解剖实验报告 １０
分ꎬ由不参与该项教学研究的教师进行评价ꎮ 在

课程结束后ꎬ实验班和对照班采用完全相同的试

卷进行理论考试ꎮ 根据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内

容要求ꎬ由非授课教师出题考试ꎬ试题分为主观题

(包括论述题和临床病例分析题)和客观题(包括

选择题、判断题和名词解释)两部分ꎬ分别占总分

的 ４０％和 ６０％ꎮ 主观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其所学内

容的理解程度ꎬ以及应用局部解剖学理论知识分

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等ꎻ客观题主要考查学

生对局部解剖学中的定义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ꎮ
最后教研室全体老师流水阅卷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ꎮ
１ ２ ３ ２　 调查问卷:于学期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

同学进行问卷调查ꎬ设置开放性问题ꎬ了解学生对

该教学模式的意见和建议ꎬ定性评价教学效果ꎮ
调查表从以下 ３ 个方面进行评价:１)学习兴趣、学
习效率的满意度评价ꎻ２)相关学习能力培养的自

我评价ꎻ３)对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ꎮ 总共发放

１１０ 份调查问卷ꎬ回收 １１０ 份ꎬ回收率和合格率均

为 １００％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ꎬ考核成

绩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ꎮ 数值变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ꎬ分类变量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ꎮ

２　 结果

２ １　 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期末考试成绩比较ꎬ实验班总分高于对照班

(Ｐ<０ ０５)ꎻ主观题成绩比较ꎬ实验班学生成绩高于

对照班(Ｐ<０ ００１)(表 １)ꎮ
２ ２　 最终学习成绩比较

学生的最终学习成绩构成为:６０％期末考试成

绩＋１０％期中测验成绩＋３０％平时成绩ꎮ 期中测验

成绩、平时成绩比较发现:实验班学生成绩明显高于

对照班(Ｐ<０ ００１)ꎻ期末考试成绩、最终学习成绩比

较发现:实验班学生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班(Ｐ<０ ０５)
(表 ２)ꎮ
２ ３　 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

实验班学生在激发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培养团结合作精神等方面高于对照班(Ｐ <
０ ０５)(表 ３)ꎮ

３　 讨论

“在医学基础教育中更多联系临床问题ꎬ努力

表 １　 局部解剖学期末考试成绩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ｘ±ｓ)

组别 客观题得分 主观题得分 总分

实验班(ｎ＝ １１０) ４３ ２３±７ ４７ ３３ ５５±５ ６３∗∗ ７６ ７８±１０ ４７∗

对照班(ｎ＝ １１０) ４２ ９５±８ ６８ ２７ ７３±５ ２４ ７０ ６７±１２ ３８

∗Ｐ<０ ０５ꎬ ∗∗Ｐ<０ ００１ꎬ与对照组比较.

表 ２　 局部解剖学最终学习成绩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ｘ±ｓ)

组别 平时成绩(３０％) 期中测验(１０％) 期末考试(６０％) 最终学习成绩

实验班(ｎ＝ １１０) ２４ ３５±２ ５２∗∗ ８ ４２±０ ７０∗∗ ４６ ０７±６ ２８∗ ７８ ８４±７ ４４∗

对照班(ｎ＝ １１０) ２２ ９０±２ １８ ７ ８３±０ ６６ ４２ ４０±７ ４３ ７３ １３±８ ２３

∗Ｐ<０ ０５ꎬ ∗∗Ｐ<０ ００１ꎬ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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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ｘ±ｓ)

调查项目 对照班(ｎ＝ １１０) 实验班(ｎ＝ １１０)

学习积极性

　 增强 ３５ ６０∗

　 无改变 ６０ ４０

　 下降 １５ １０

学习效率

　 提高 ２３ ２８

　 无改变 ６０ ６６

　 下降 ２７ １６

自学能力

　 增强 １６ ３４∗

　 无改变 ８１ ６５

　 下降 １３ １１

记忆能力

　 提高 １５ ２２

　 无改变 ７１ ７４

　 下降 ２４ １４

临床思维能力

　 增强 ２０ ４０∗

　 略微增强 ６９ ６４

　 无改变 ２１ ６

分析问题能力

　 增强 １５ ３４∗

　 略微增强 ８０ ７０

　 无改变 １５ ６

解决问题能力

　 增强 １８ ３１∗

　 略微增强 ７０ ６７

　 无改变 ２２ １２

团结合作能力

　 增强 １０ １７∗

　 无变化 ７６ ８３

　 下降 ２４ １０
∗Ｐ<０ ０５ꎬ与对照组比较.

建设一支既有坚实理论知识ꎬ又有临床思维能力的

新型医疗队伍” [２]ꎬ是当代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ꎬ对于培养应

用型医学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翻转课堂”是一

种以学生为主体ꎬ 教师引导的教学模式[３]ꎮ 教师在

课前将相关教学资源提供给学生ꎬ把传统的“教师

课堂讲课ꎬ学生课后复习”转变为“学生课前学习ꎬ
师生课堂共同探究”ꎬ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４] ꎮ
通过多次翻转课堂教学ꎬ提高了学生自学和查阅

文献的能力ꎬ为案例式教学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

知识和能力基础ꎮ 案例式教学的本质是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５] ꎬ学生用所学的解剖学

知识解释一些临床问题ꎬ增强了课堂趣味性ꎬ激发

了学生学习兴趣ꎬ可使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医学

知识和较强的临床思维能力ꎮ 案例式教学使学生

在分析临床问题的过程中ꎬ进一步理解和巩固所

学理论知识ꎮ
通过分析考核成绩发现ꎬ翻转课堂结合案例教

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主观题得分和期末考试成绩ꎬ
说明学生的临床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明显提

升ꎮ 从平时成绩比较看ꎬ实验组学生课堂气氛活跃、
兴趣浓厚、获取知识效率高ꎬ所以最终学习成绩明显

高于采取传统教学模式组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该教

学模式使得学生在激发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

和临床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

收益较大ꎮ
总之ꎬ翻转课堂结合案例式教学模式符合“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ꎬ提高了教学效果ꎬ值
得在局部解剖学教学中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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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资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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