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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结合“案例”的教学方法(ＰＢＬ＋ＣＢＬ)具有研讨性、启发性和灵活性的优势ꎬ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理
论联系实践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ꎮ 案例质量是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效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ꎮ 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

术”课程案例的编写过程中要明确教学目标ꎬ统筹学生已有知识架构ꎬ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及学多深设计多深

的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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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是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ꎬ临床常用的生物化学检验

项目、检测方法及其临床应用评价是这门课程的主

要内容ꎮ 但是ꎬ不少医学生在学习临床生物化学检

验技术时常常感到困难ꎬ缺乏兴趣ꎮ 该课程的教学

内容罗列了大量检测指标的正常或异常数据ꎬ以及

各个数据所对应的临床意义ꎮ 如钙磷代谢紊乱生物

化学检验章节ꎬ学生不仅需要掌握血清钙的正常值ꎬ

而且要熟悉血清钙增高见于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恶性肿瘤骨转移等ꎬ血清钙降低又见于甲状旁腺

功能低下、维生素 Ｄ 缺乏症和急慢性肾功能衰竭

等[１]ꎮ 繁多的检测指标及其临床意义ꎬ很容易造成

混淆及记忆困难ꎮ 内容的枯燥和大量数据的罗列是

导致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ꎮ 如果单一的采用传

统填鸭式的授课方式ꎬ学生难以从枯燥的理论学习

中产生学习兴趣ꎬ不能真正地将所学知识跟临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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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联系起来ꎮ 因此ꎬ有必要进行临床生物化

学检验技术教学方法的改革ꎮ
随着网络、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手段和方法的运

用ꎬ“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在

不断发展中ꎮ 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Ｂａｒｒｏｗｓ 于 １９６９
年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了基于问题的教学

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ＰＢＬ) [２]ꎮ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９２０ 年哈佛商学院提出了以病例为基础的案例教

学方法(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ＣＢＬ)ꎮ 笔者及其

教学团队在兰州大学三年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

学生中开展了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方法在“临床生物化

学检验技术”教学中的探索ꎬ以真实案例为背景提

出问题ꎬ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ꎬ
通过对案例的审视、分析及查阅相关材料ꎬ使学生深

刻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领悟到这门课程与临床实践

之间的关系ꎬ意识到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在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中的重要性ꎬ从而显著地提高学生学

习动力ꎬ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ꎮ

１　 确立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目标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例的

质量ꎬ设计案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教学目标ꎮ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的主要目的

不是让学生对疾病进行治疗ꎬ而是让其学会应用课

本上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指标去帮助做出诊断ꎮ 兰州

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三年级学生已经修习了人体解

剖、生物化学、生理和病理生理等基础课程ꎬ具备一

定的医学基础知识框架和探索临床疾病相关机制的

学习能力ꎬ但内、外科等临床专业课没有学习ꎬ学生

并不熟悉临床知识ꎬ所以案例撰写时ꎬ患者的症状、
体征、既往史、现病史、实验室检测及发病机制的分

析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ꎮ

２　 熟悉学生的知识架构ꎬ注重各科教学资源

的整合

　 　 书写一份好的教学案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ꎬ
教师要非常熟悉授课对象已掌握的知识架构ꎬ清楚

学生已经学习了哪些医学相关课程ꎮ 在这些医学相

关课程中哪些章节、哪些知识点与我们将要进行的

案例教学目标相关ꎬ案例的设计达到什么样的深度

是学生已有知识架构能接受和拓展的ꎬ不能一味的

强调案例的完整性和深度ꎮ 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更

新和拓展ꎬ学科交叉日益凸显ꎬ根据医学教育的实际

状况ꎬ在案例编写过程中也要注重各科教学资源的

整合ꎬ提高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ꎬ如肝胆疾病生物化学检验章

节的案例编写中ꎬ可以将生物化学课程中氨基酸代

谢章节的转氨酶知识点、非营养物质代谢中的直接

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知识点融入ꎻ心血管系统疾病

生物化学检验章节案例编写中ꎬ可以将生理课程中

肌丝滑行理论的知识点结合起来ꎮ “温故而引新”
会使得新内容的渗入更加水到渠成ꎬ完全学习新的

知识不易ꎬ但在旧知识基础上的“增殖”就变得容易

的多ꎮ 因此ꎬ每篇案例都应该有清晰的关键词ꎬ这些

关键词包括我们要融入的临床生物化学检验项目名

称及要整合的各个知识点ꎬ在这些关键词的引导下ꎬ
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编写ꎮ

３　 案例的选择及阶段性释放

应选择合适的章节及内容进行案例融入ꎬ案例

中自然而然的切入临床生物化学检验项目ꎬ不能牵

强附会、弄巧成拙ꎮ 选择的案例应具有代表性ꎬ不能

过于复杂ꎬ过于复杂会让学生无从下手ꎮ 按照重点

突出ꎬ涉及临床内容简单明了的原则来设计案

例[３]ꎮ 然后再针对案例提供的素材设立问题ꎬ让学

生带着问题去自己查阅资料ꎬ寻找答案ꎬ引起学生的

讨论热情ꎬ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ꎮ
编者认为案例材料应分阶段释放ꎬ不要 １ 次性

都发放给学生ꎬ要让学生有自我探索的时间ꎬ以获得

更好的教学效果ꎮ 每一阶段都应该设立恰当的问

题ꎬ引导学生查阅材料和解决问题ꎮ 前一阶段设立

的问题应为后一阶段案例材料的引出设立伏笔ꎬ这
样学生自然而然就会跟着教师引导的思路去探索分

析ꎬ按照“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再解决问

题”的节奏进行ꎬ防止学生查阅材料时忽略主线ꎬ过
于注重侧枝ꎮ 现以消化系统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为

例ꎬ对案例的编写、问题的提出及释放进行交流:
第一阶段

案例:某男ꎬ４１ 岁ꎬ间歇性上腹部疼痛 ６ 年ꎬ常
于饭后 １ ｈ 内发作ꎬ１ ~ ２ ｈ 后逐渐缓解ꎬ近 １ 个月

来上腹痛加重ꎬ持续性隐痛ꎬ阵发性加剧ꎬ同时有

反酸、嗳气ꎬ黑便 ３ ｄꎬ伴头晕和乏力遂引起重视来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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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就诊ꎮ
问题:１)该患者可能的疾病是什么? 请提供依

据(培养临床思维)ꎻ２)胃的组织结构特征有哪些

(温习已学知识)? ３)胃液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课堂

内容的加强)? ４)正常人的胃黏膜是如何保护自身

的(课堂内容的加强)? ５)若要确诊ꎬ患者还需要做

哪方面的检查(引出第二阶段案例材料)?
第二阶段

实验室检查:１)血常规示:Ｈｂ ８０ ｇ / ＬꎬＷＢＣ ７ ３×
１０９ 个 / Ｌꎬ分类 Ｎ ５７％ꎬＬ ３１％ꎬＭ ２％ꎬＰＬＴ ２５７×１０９

个 / Ｌꎮ 大便隐血强阳性ꎻ ２) １４Ｃ 尿素呼气实验:
３５０ ｄｐｍꎻ３)胃镜检查:胃窦部小弯前壁见 ０ ８ ｃｍ×
０ ５ ｃｍ 溃疡ꎬ周围局部黏膜中断ꎻ ４) 胃酸测定:
ＢＡＯ 为３ ５ ｍｍｏｌ / ｈꎬＭＡＯ 为 １６ ５ ｍｍｏｌ / ｈꎬ ＰＡＯ
１９ ｍｍｏｌ / ｈꎮ

问题:１)根据辅助检查结果你认为最可能的疾

病是什么(培养临床思维)? ２)辅助检查结果对你

的最后诊断有什么意义(课堂内容的加强)? ３)胃

液分析对胃溃疡的诊断意义如何(课堂内容的加

强)? ４)诊断胃溃疡的依据是什么 (拓展知识)?
５)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临床表现有哪

些? 胃溃疡好发部位有哪些? 发病的机制如何(拓
展知识)? ６)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胃溃疡(拓展知

识)?
第三阶段

假定问题:１)如胃液分析提示 ＢＡＯ 为 ３０ ｍｍｏｌ / ｈꎬ
ＭＡＯ 为 ９０ ｍｍｏｌ / ｈꎬ血清胃泌素 ４００ ｐｇ / ｍＬꎬ你认为

患者可能得什么病(课堂内容的加强)? ２)该患者

自感经常乏力ꎬ心情低落ꎬ时有便秘情况ꎬ血清 Ｃａ２＋

２ ９ ｍｍｏｌ / Ｌꎬ你认为患者可能得什么病(课堂内容

的加强)?

每一阶段案例材料释放后ꎬ学生以小组为单位ꎬ
利用参考书籍和网络等多种手段查阅相关材料ꎬ进
行课堂小组讨论后ꎬ老师公布案例分析结果ꎮ 当学

生发现自己的分析贴近临床实践时ꎬ获得感极大的

增强ꎬ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ꎬ对下一阶段新问题

的态度ꎬ不再是应付老师检查ꎬ而是主动查阅更多的

材料ꎮ 主动参与意识加强ꎬ临床思维方式也会逐渐

形成ꎮ
此外ꎬ案例应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ꎬ课堂教学应

该灵活掌握ꎮ 在进行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实施中执行教

师编写案例和学生编写案例两套系统ꎬ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除了解决教师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之外自己也

要进行案例的编写ꎮ 在课堂教学中ꎬ各组组内推荐

１ 名报告人ꎬ由报告人完成 ＰＰＴ 制作及汇报本组编

写的案例ꎬ其他组员补充ꎬ非报告组和老师作为评判

并提问ꎮ 教学实施过程中有 １ 篇关于侏儒症的学生

案例ꎬ主诉:“患者ꎬ男ꎬ３６ 岁ꎬ生长发育迟缓 ３０ 余

年”ꎬ现入院就医ꎬ这里存在一个问题ꎬ生长发育迟

缓 ３０ 多年才来就医ꎬ从就医动机来讲缺乏合理性ꎮ
汇报过程中ꎬ老师提出疑议ꎬ学生立即补充由于婚育

问题前来就医ꎮ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法有别于一般的课

堂举例ꎬ教学进程中常有各种突发事件ꎬ要求教师有

较强的课堂驾驭能力ꎬ因此ꎬ教师要非常熟悉教学内

容ꎬ课前要做好充分备课ꎬ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学生如

何理论联系实际ꎮ
案例撰写是实现 ＰＢＬ＋ＣＢＬ 教学改革的第一

步ꎬ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例的质量和案例

教学的实施方式ꎮ 在案例的编写和具体实施过程

中ꎬ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学多深设计多深的

原则ꎬ案例的具体释放过程也要逐步进行ꎬ合理的引

用已学知识ꎬ强化教学目标ꎬ拓展延伸知识[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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