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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案例学习(ＣＢＬ)教学法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４＋４ 医学教学试点班的心血管器官系统整合课基础医

学模块中的价值及优化改进方法ꎮ 方法 以北京协和医学院 ２０２０ 级 ４＋４ 医学教学试点班同学为研究对象ꎬ针对心

血管器官系统基础医学模块课程内容开展 ６ 个学时的 ＣＢＬ 式教学ꎬ同时采用在线考核、问卷调查和师生座谈等方

法评价教学效果和改进方案ꎮ 结果 ８７ ５％ (２８ / ３２)的学生授课后考核成绩较授课前显著提高ꎬ授课后全体学生考

核成绩为(９２ ８３±２ ７３)分ꎬ显著高于课前的(８１ ５０±３ ４６)分(Ｐ<０ ０５)ꎻ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 ＣＢＬ 教

学法有助于提高对心血管系统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ꎬ调动学习兴趣与主动性ꎬ提高临床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ꎮ 结

论 ＣＢＬ 教学法在器官系统功能模块式教学中有助于基础与临床相融合ꎬ助力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ꎬ
ＣＢＬ 教学法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ꎬ有助于提高整合课基础医学模块教学的教学质量和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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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北京协和医学院响应新时代全国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ꎬ推动医学教育与

多学科融合ꎬ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ꎬ开始招收多学科

背景、学科基础宽厚、热爱医学的非医学专业毕业生

直接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ꎬ以培养多学科背景的

拔尖创新医学人才[１]ꎮ 在课程设立伊始ꎬ针对学生

的教育背景和课时的压缩ꎬ有机地整合基础医学多

学科课程ꎬ确立了基础医学阶段以器官￣系统￣功能

模块式的教学理念ꎮ 在教学方法中ꎬ鉴于临床试点

班学生人数少而精、学习主动性强的特点ꎬ适合学生

主动学习和小组学习ꎬ鼓励推行以临床问题为导向、
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ꎮ

以案例学习为基础(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ＣＢＬ)
的教学是一种目标导向的学习方法ꎬ以临床病例为

基础、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课堂分组讨论为特色ꎬ
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以及对临床问题做出科学判断的能力[２￣４]ꎮ 近年

来ꎬ该方法已成为国内众多医学院校教学改革的重

要举措ꎬ但该教学方法多用于临床教学ꎬ在基础医学

阶段早期引入 ＣＢＬ 的效果还有待探索[５]ꎮ 本文初

步探讨 ＣＢＬ 教学方法在 ４＋４ 医学试点班心血管器

官系统整合课程中的实施方案、实践效果和经验总

结ꎬ以期对本专业后续整合式模块课程和其他医学

院校的教学工作提供借鉴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北京协和医学院 ２０２０ 级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

式改革试点班共计 ３２ 名学生ꎬ男生 ７ 名ꎬ女生 ２５
名ꎮ 其中ꎬ２１ 人毕业于国内高水平大学ꎬ１１ 人毕业

于国外大学ꎻ２２ 人具有生物学专业学习背景ꎬ１０ 人

具有非生物学专业背景(如环境、化学、经济和地质

学等专业)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ＣＢＬ 教学法在心血管模块教学中的设计:在
开展 ＣＢＬ 教学工作前ꎬ全体教师集体备课ꎬ需要做

以下准备工作:
１)全体教师通过对本模块教学内容的讨论ꎬ明

确以心电活动和心泵功能为主要知识构架ꎬ从形态

结构、生理功能逐渐过渡到异常病理形态和常见心

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的分析ꎬ并将药物治疗渗

入到课程中ꎮ
２)主讲教师根据以往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情况ꎬ

准备一些心血管知识相关的生活和临床现象ꎬ通过

分析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关键的知识点ꎬ例如左心衰

竭患者为何会出现端坐呼吸ꎬ而右心衰竭为何会出

现颈静脉怒张和水肿ꎮ
３)基础和临床教师共同针对关键知识点选择

和编写临床案例ꎮ 鉴于学生还未经过临床相关学科

的系统学习ꎬ临床病例力求浅显易懂、符合临床规

律、临床症状和体征能够通过已学的知识点突破和

思考ꎬ病例涉及包括心肌细胞的形态、动作电位的形

成ꎬ心电图的组成和解读、心泵功能、心房利钠肽升

高的原因和意义、心肌病理、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机

制等知识点ꎮ 经过教师反复讨论和修改ꎬ根据案例

内容提出思考题ꎬ最终完成以问题为导向的临床

病例ꎮ
４)在课程安排上ꎬ将 ＣＢＬ 教学的课程安排在正

常和异常的形态和功能的课程之后ꎬ旨在通过案例

分析帮助学生回忆和巩固重要知识点ꎬ建立基础和

临床医学之间的联系ꎬ有助于培养临床思维ꎮ
１ ２ ２　 ＣＢＬ 教学在心血管模块教学中的实施过程

１)教师在 ＣＢＬ 课前 １ ~ ２ 周将临床案例发给学

生ꎬ学生必须在课前阅读案例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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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思索ꎬ初步形成对于案例中临床问题的分析ꎮ
教师在案例中设计的思考题能够帮助学生有针对性

地准备工作ꎮ 该阶段准备的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本

次 ＣＢＬ 教学活动的效果ꎮ
２)ＣＢＬ 课前学生按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 ４ ~ ５

人)准备资料和讨论案例ꎬ小组交流越充分ꎬ学生对

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的理解就会越深刻ꎮ 每个小

组根据自身情况组织有效的学习和讨论ꎬ教师不进

行干涉ꎮ
３)在 ＣＢＬ 课上小组集中讨论和汇报过程中ꎬ

教师是课堂的主持人和组织者ꎬ学生是课堂展示

的主角ꎮ 此时的发言和讨论能够有效地扩展和加

深学生对案例的理解ꎬ汇报小组的同学必须认真

回答其他小组同学提出的问题和质疑ꎮ 教师在该

过程中对于关键知识点或临床结果的解读等进行

必要的解释ꎮ
４) 在 ＣＢＬ 教学课堂的最后阶段ꎬ带教老师综

合学生比较集中的问题给予针对性解答ꎬ并对各组

的发言进行分析总结ꎬ指出各组发言的优点和存在

的不足ꎬ最后对病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归纳ꎮ
５)教师在 ＣＢＬ 教学结束后留出一定的时间让

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总结ꎮ 鼓励学生通过思维导图

的方式总结分析思路、病理生理过程和相关知识点ꎮ
通过以上方式ꎬ学生对案例出现的临床现象和治疗

以及案例背后的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ꎮ
１ ２ ３　 ＣＢＬ 教学方法在心血管整合式模块教学中

的效果评价

为评价临床试点班 ３２ 名学生对 ＣＢＬ 的教学效

果ꎬ利用问卷星对心血管形态学和功能等知识点在

开展 ＣＢＬ 教学前和教学后分别进行考核ꎮ 同时ꎬ为
了充分了解和评估试点班同学对 ＣＢＬ 课程的教学

评价ꎬ课后利用问卷星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ꎬ问卷包

括以下 ５ 方面的问题:１)有助于加深对模块相关知

识点的掌握ꎻ２) 有助于调动学习兴趣与主动性ꎻ
３)有助于启发临床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ꎻ４)有助于

提升表达能力ꎻ５)有助于调动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

能力ꎮ 针对每个问题ꎬ学生可选择:Ａ:认可ꎻＢ:一
般ꎻＣ:不认可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问卷星获取学生测试成绩和问卷调查结

果ꎬ测试成绩以均值±标准差(ｘ±ｓ)表示ꎬ问卷调查

结果使用百分比进行描述ꎬ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软件ꎮ

２　 结果

２ １　 ＣＢＬ 教学前后的学生考核成绩

根据心血管模块教学小组的规定ꎬ在开展 ＣＢＬ
教学前和教学后均利用英文选择题对学生掌握程度

进行考核ꎬ成绩大于 ８０ 分为优秀ꎮ 考核结果表明ꎬ
开展 ＣＢＬ 教学前的学生平均成绩为(８１ ５０±３ ４６)
分ꎬ５６ ３％的学生(１８ 人)成绩为优秀ꎻ在 ＣＢＬ 教学

结束后ꎬ学生平均成绩为(９２ ８３±２ ７３)分ꎬ９０ ６％
(２９ 人)的学生成绩为优秀ꎻ８７ ５％(２８ 人)的学生

考核成绩在 ＣＢＬ 授课后的考核成绩较考核前成绩

有所提升ꎮ
２ ２　 问卷调查结果

在 ＣＢＬ 教学后ꎬ采用本模块教师共同设计的调

查问卷了解本次 ＣＢＬ 教学的学生反馈情况ꎮ 问卷

包含了 １５ 个问题ꎬ由带教老师向学生说明本次调查

的目的ꎬ通过问卷星以匿名的形式在线调查ꎮ 本此

调查共发放 ３２ 份问卷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２ 分ꎬ有效问

卷回收率为 １００％ꎬ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级临床医学试点班学生对心血管系统模块开展 ＣＢＬ 教学法的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Ｂ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ｉｌｏｔ ｃｌａｓｓ

问题 认可 一般 不认可

１ 有助于加深对模块相关知识点的掌握 ３０(９３ ７％) ２(６ ３％) ０(０)

２ 有助于调动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２６(８１ ２％) ６(１８ ８％) ０(０)

３ 有助于启发临床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 ２９(９０ ６％) ３(９ ４％) ０(０)

４ 有助于提升表达能力 ２８(８７ ５％) ３(９ ４％) １(３ １％)

５ 有助于调动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２６(８１ ２％) ４(１２ ５％) ２(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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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ＣＢＬ 教学法以典型临床病例为根本ꎬ着重于基

础医学理论的临床应用ꎬ可作为理论课程教学的重

要补充ꎮ 该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解决临床病例的主

角ꎬ培养学生从多学科、多角度认识和分析临床问题

的能力ꎮ 本模块中 ＣＢＬ 案例来源于临床真实病例ꎬ
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修改并完善ꎮ 案例

中患者有较典型的临床表现、完整的辅助检查结果

以及反映疾病发生发展特点的病史等ꎮ 同时ꎬ教师

在集体备课过程中围绕教学内容设计 ３ 个关于疾病

诊断、病理生理学机制、生理学和形态学基础知识的

思考题ꎬ这些题目的提出既要符合疾病的发生和发

展ꎬ也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ꎬ在提高兴趣的同时让

学生逐步体会临床诊断的逻辑思维ꎮ
在 ＣＢＬ 教学前ꎬ学生根据案例和前期知识储备

主动查阅资料ꎬ对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进行缜密的

推理ꎬ形成自己的假说ꎬ并在课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充分讨论ꎮ 进行课堂汇报时ꎬ其他小组同学提出问

题和质疑ꎬ双方的激励辩论让讨论的问题更清晰、理

解更深刻ꎮ 教学结束后ꎬ鼓励学生使用通过思维导

图等方式总结病例中的知识点ꎮ 通过以上教学过

程ꎬ全体学生课后考核成绩显著高于课前ꎬ学生问卷

调查数据表明 ＣＢＬ 教学加深了对基础知识的理解ꎬ
通过对病例的分析和查找资料有助于调动学习的主

动性和学习兴趣ꎬ小组成员之间的角色分配和讨论

有助于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ꎬ通过对病例

的分析推理则有助于启发临床逻辑分析能力ꎮ
在 ＣＢＬ 教学中ꎬ教师在必要时给予引导ꎬ这就

促使教师对案例的撰写更为严谨ꎬ对案例的理解更

加深刻ꎮ 为此ꎬ在授课之前所有教师集体备课ꎬ聘请

有教学经验的专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ꎮ 同时ꎬ由于

ＣＢＬ 教学过程中需要师生双方充分交流ꎬ因此更适

合小班教学ꎬ对教师的数量要求有所增加ꎮ 此外ꎬ开
展本次 ＣＢＬ 教学时ꎬ同学们并未完成全部器官系统

模块的学习ꎬ但案例中的临床表现涉及到心血管系

统以外如呼吸、肾脏等器官功能异常ꎬ因此需要学生

主动完善自身的知识框架和知识储备ꎬ帮助理解患

者发生心血管疾病时病理生理学机制的全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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