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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在病理学实验课程中引入以病例为基础的暟三明治暠教学法棳探索该教学法的应用方法及评

价体系暎方法暋将同年级棽棸棸名学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棳对照组应用传统的教学法椈试验组应用以病例

为基础的暟三明治暠教学法暎结果暋考试成绩分析显示试验组学生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棳 椉棸棶棸棻椈调查问卷显

示暟三明治暠教学法能够确立学生课堂的主体地位暍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椈活跃课堂氛围暍提高团队意识椈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暍解决问题的能力椈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椈同时对提高教师素质暍促进教学相长暍促

进教学评估体系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暎结论暋暟三明治暠教学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棳将其整合到病

理学实验教学中棳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学优势棳从而为提高教学质量棳培养创新型暍实用型的医学人才奠定

基础暎

关键词暋病例椈暟三明治暠教学法椈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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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是 一 种 理 论 知 识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暟学 习 棴 实 践 棴 学 习 暠型 的 教 学 方 法 棳近 年 来 棳

该 教 学 法 在 国 内 的 医 学 教 育 领 域 棳如 临 床 医 学 椲棻椵暍

医 学 微 生 物 学 椲棽椵暍系 统 解 剖 学 椲棾椵暍护 理 学 椲棿椵暍方 剂

学 椲椀椵等 学 科 中 进 行 了 实 践 应 用 暎 病 理 学 主 要 是 以

形 态 学 方 法 研 究 疾 病 的 一 门 科 学 棳实 验 教 学 在 病

理 学 教 学 中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暎 多 年 来 通 过 实

践 教 学 棳我 们 发 现 在 病 理 学 的 实 验 教 学 中 存 在 一

系 列 的 问 题 棳如 椇教 学 方 法 与 形 式 单 一 暍教 学 过 程

设 计 过 于 简 单 化 暍设 计 过 程 忽 略 教 学 主 体 暍教 学 评

价 内 容 单 一 等 暎 为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棳我 们 尝 试 在 实

验 教 学 中 引 入 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暎

现 将 该 教 学 法 的 实 施 与 体 会 与 同 行 分 享 如 下 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棶棻暋教学对象

选 择 济 宁 医 学 院 棽棸棻棽 级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学 生

棻棸棸 人 棳编 为 小 班 教 学 棳每 小 班 棽椀 人 棳设 为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组 即 试 验 组 暎 同 时 选 择 同 年 级 护 理 专

业 学 生 棻棸棸 人 棳设 为 传 统 教 学 法 组 即 对 照 组 暎 两 组

之 间 在 年 龄 暍入 学 成 绩 暍前 期 所 学 课 程 方 面 无 显 著

差 异 棬 椌棸棶棸椀棭棳具 有 可 比 性 暎

棻棶棽暋教学内容及目标

选 择 病 理 学 实 验 课 教 学 中 的 暥肿 瘤 暦暍暥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暦棽 个 章 节 的 内 容 棳应 用 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暟三 明 治 暠法 组 织 教 学 暎

棻棶棾暋教学流程

棻棶棾棶棻暋 课 前 准 备 暋 编 写 暟三 明 治 暠教 案 椇根 据 教 学

目 标 棳设 计 典 型 病 例 棳暥肿 瘤 暦章 节 案 例 为 低 分 化 乳

腺 癌 合 并 脑 暍肺 转 移 椈暥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暦章 节 案 例

为 风 湿 性 心 内 膜 炎 合 并 全 心 衰 竭 暎 通 过 集 体 备 课

优 化 问 题 的 设 计 棳预 判 学 生 在 问 题 讨 论 过 程 中 可

能 会 提 出 的 一 些 问 题 棳统 一 评 分 标 准 及 尺 度 暎 分

组 与 编 号 椇将 每 小 班 棽椀 人 分 为 椀 组 棬斄暍斅暍斆暍斈暍

斉棭棳每 组 椀 人 棬斄棻暙斄椀棳斅棻暙斅椀棳暛棭暎

棻棶棾棶棽暋 课 堂 流 程 暋棻棭开 场 白 棬棾暙椀旐旈旑棭暋暥肿 瘤 暦

章 节 设 计 以 一 个 关 于 皮 下 神 经 纤 维 瘤 的 故 事 引 入

主 题 暎暥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暦则 设 计 由 几 幅 罹 患 心 脏

病 的 公 众 人 物 的 照 片 引 入 当 堂 课 的 学 习 内 容 暎 这

种 丰 富 多 样 的 开 场 形 式 能 充 分 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棳调 动 他 们 的 求 知 欲 暎棽棭通 过 病 例 提 出 问 题 棬棾

暙椀旐旈旑棭暋 教 师 带 领 学 生 浏 览 病 例 棳提 出 需 探 讨 的

问 题 暎 如 暥肿 瘤 暦章 节 首 先 要 求 学 生 对 病 例 做 出 完

整 的 病 理 诊 断 棳再 分 别 解 释 乳 腺 原 发 灶 和 颅 内 转

移 灶 的 关 系 暍原 发 灶 和 转 移 灶 可 能 会 出 现 的 症 状

和 体 征 棳对 机 体 的 影 响 等 暎 这 些 问 题 体 现 了 学 习

目 标 棳同 时 又 具 有 开 放 性 和 可 讨 论 性 棳让 学 生 有 兴

趣 去 讨 论 暎棾棭学 生 分 组 讨 论 汇 报 棬棿椀旐旈旑棭暋 首 先

组 内 讨 论 棬棻椀旐旈旑棭椇各 组 就 某 一 问 题 展 开 学 习 和 讨

论 棳达 成 一 致 意 见 暎 然 后 进 行 交 叉 讨 论 棬棻椀旐旈旑棭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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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根 据 其 序 号 重 新 建 组 棳如 每 组 的 棻 号 组 成 新

的 一 组 棳以 此 类 推 暎 在 新 的 小 组 中 棳每 个 学 生 以

暟教 师 暠的 角 色 汇 报 各 自 在 前 组 的 讨 论 结 果 棳其 它

成 员 也 可 以 为 其 作 补 充 暎 最 后 学 生 回 到 最 初 的 小

组 进 行 信 息 反 馈 和 整 理 棳每 组 推 荐 一 名 学 生 作 小

组 汇 报 棬棻椀旐旈旑棭暎棿棭教 师 小 结 棬棽棸旐旈旑棭暋 对 病 例

涉 及 的 知 识 进 行 回 顾 棳如 肿 瘤 案 例 涉 及 肿 瘤 的 一

般 形 态 暍异 型 性 暍转 移 及 对 机 体 的 影 响 等 方 面 的 知

识 棳并 结 合 这 些 知 识 讲 解 肿 瘤 章 节 的 大 体 标 本 及

切 片 暎 教 师 在 总 结 时 把 握 一 个 原 则 椇对 病 例 的 每

个 问 题 只 能 做 提 示 而 不 能 给 出 确 切 的 结 论 暎 由 学

生 在 课 下 继 续 查 阅 文 献 或 借 助 网 络 进 一 步 补 充 完

善 每 题 的 答 案 棳并 以 实 验 报 告 的 形 式 上 交 暎椀棭暟金

鱼 缸 暠棬棻椀旐旈旑棭暋 教 师 提 出 新 的 问 题 棳如 肿 瘤 章 节

中 提 出 暟作 为 主 治 医 师 棳你 如 何 对 乳 腺 癌 的 患 者 进

行 诊 治 暠暎 问 题 由 各 组 指 派 一 名 组 员 参 与 讨 论 棳其

他 学 生 可 自 由 加 入 暎椂棭小 结 及 评 价 棬棻棸旐旈旑棭暋 教

师 对 本 次 课 内 容 进 行 总 结 棳对 学 生 的 表 现 给 予 评

价 棳评 价 内 容 包 括 小 组 评 价 暍交 叉 组 评 价 暍教 师 评

价 棾 部 分 暎

棻棶棾棶棾暋 课 后 反 馈 及 形 成 性 评 价 暋 通 过 实 验 报 告

全 面 了 解 每 位 学 生 对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掌 握 情 况 棳在

第 棽 次 实 验 课 上 针 对 普 遍 存 在 的 问 题 予 以 解 释 和

分 析 暎 通 过 这 种 学 习 棴 反 馈 棴 再 学 习 的 模 式 棳完

善 形 成 性 评 价 棳促 进 学 生 终 身 学 习 意 识 的 形 成 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考试成绩评价

两 个 组 别 学 生 期 末 考 试 成 绩 分 布 见 图 棻棳比 较

两 组 别 学 生 期 末 考 试 成 绩 棳结 果 见 表 棻暎

图棻暋两组学生成绩分布

表棻暋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棬分棳暲 棭

组别 旑 平均成绩

暟三明治暠教学法组 棻棸棸 椃椆棶棾椆暲棻棸棶棸棸灣

传统教学法组 棻棸棸 椃棻棶棸棿暲棻棻棶棻棾

暋暋注椇与传统教学法组比较棳灣 椊椀棶椀椄棳 椉棸棶棸棻

棽棶棽暋问卷调查

了 解 学 生 对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的 评 价 棳我 们 以

不 记 名 的 形 式 对 实 验 组 共 计 棻棸棸 名 同 学 进 行 了 教

学 效 果 评 价 问 卷 调 查 棳结 果 见 表 棽暎

表棽暋教学效果评价调查结果棬旑棳棩棭

调查内容 同意 不肯定 反对

新教学法能提高学习积极性 椄椆棬椄椆棭棻棸棬棻棸棭棻棬棻棭

新教学法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椃椆棬椃椆棭棻椄棬棻椄棭棾棬棾棭

新教学法能培养分析暍解决问题的能力 椄棿棬椄棸棭棻棾棬棻棾棭棾棬棾棭

新教学法能培养临床发散性思维 椄椂棬椄椂棭棻棽棬棻棽棭棽棬棽棭

新教学法能提高团队合作精神 椄棾棬椄棾棭棻棿棬棻棿棭棾棬棾棭

新教学法能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椄椀棬椄椀棭棻棾棬棻棾棭棽棬棽棭

棾暋讨论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的 诸 多 优 点 在 本 课 题 的 实 施 当

中 得 以 充 分 的 体 现 椇在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过 程 中 棳学 生

通 过 病 例 讨 论 暍交 互 的 学 习 暍议 题 的 收 集 整 理 等 收

获 过 程 棳培 养 了 学 生 敢 于 发 言 棳善 于 发 言 暍能 够 交

流 到 主 动 交 流 的 能 力 暎 这 种 方 式 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学 习 积 极 性 与 主 动 性 棳加 深 了 对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掌

握 棳培 养 了 分 析 暍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暎 这 种 带 着 问 题

学 习 的 教 学 方 法 棳有 力 的 促 进 和 激 发 学 生 发 散 性

思 维 的 形 成 和 团 队 协 作 意 识 的 形 成 棳为 学 生 以 后

独 立 学 习 暍终 身 学 习 暍团 队 合 作 精 神 的 弘 扬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础 暎 另 外 棳结 合 专 业 特 点 棳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在 病 理 学 实 验 课 当 中 的 实 施 还 显 现 出 如 下 优

势 椇

棻棭和 目 前 运 用 最 广 的 斝斅斕 教 学 法 相 比 棳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资 源 消 耗 少 投 入 小 棳可 实 施 性 强 棳应 用

在 基 础 医 学 教 学 中 更 有 优 势 椲椂椵棳特 别 适 合 病 理 学 实

验 课 程 的 教 学 暎

棽棭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形 式 灵 活 多 样 棳教 学 结 构 多

种 多 样 暎 根 据 授 课 内 容 的 不 同 棳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可

以 是 三 层 的 棳也 可 以 是 五 层 的 椈也 可 视 具 体 情 况 将

某 一 部 分 略 去 棳如 金 鱼 缸 或 交 叉 讨 论 等 棳不 必 过 于

机 械 暎 结 合 病 理 学 实 验 课 程 的 特 点 棳我 们 设 计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实 施 过 程 中 问 题 的 提 出 主 要 基 于 一

些 病 例 棳因 此 我 们 称 这 种 教 学 法 为 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暎 病 例 分 析 是 病 理 学 教 学 暍考

核 的 一 种 重 要 方 法 棳学 生 通 过 阅 读 暍分 析 和 思 考 以

及 相 互 间 进 行 讨 论 棳更 有 利 于 培 养 学 生 独 立 思 考 暍

解 决 和 处 理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暎

棾棭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也 可 以 有 效 促 进 教 学 评 估 体

系 的 发 展 暎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可 使 用 现 行 的 考 试 制

度 评 价 棳还 可 以 运 用 棻旐旈旑 报 告 暍随 堂 测 试 暍自 我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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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暍客 观 评 价 等 方 式 进 行 考 核 和 评 价 椲椃椵棳而 如 何 制

订 一 种 高 效 的 评 价 体 系 是 值 得 思 考 的 问 题 暎 在 本

文 当 中 棳我 们 也 制 订 了 课 程 评 价 方 案 棳设 计 了 学 生

成 绩 评 估 表 棳力 在 探 索 一 种 适 合 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的 行 之 有 效 的 教 学 评 价 方 式 暎

实 践 证 明 棳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作 为 一 种 全 新 的

教 学 方 法 棳将 其 整 合 到 病 理 学 实 验 教 学 中 棳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其 教 学 优 势 棳能 够 确 立 学 生 课 堂 的 主 体

地 位 暍提 高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积 极 性 椈能 活 跃 课 堂 氛

围 暍提 高 团 队 意 识 椈能 培 养 学 生 分 析 问 题 暍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椈能 培 养 学 生 语 言 表 达 能 力 和 沟 通 能 力 椈

另 外 棳对 于 提 高 教 师 素 质 暍促 进 教 学 相 长 以 及 促 进

教 学 评 估 体 系 的 发 展 都 有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棳是 一

种 值 得 推 广 的 教 学 方 法 暎 该 教 学 法 的 推 广 实 施 将

为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棳培 养 创 新 型 暍实 用 型 的 医 学 人 才

奠 定 基 础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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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棻棾棸页棭课 上 的 任 意 内 容 进 行 拍 摄 暎 如 显

微 镜 下 的 微 观 世 界 暍黑 板 上 的 学 生 作 品 棳随 处 所 见

的 植 物 等 暎 然 后 使 用 实 验 室 数 码 互 动 系 统 将 拍 摄

照 片 上 传 至 班 级 群 棳根 据 群 评 论 情 况 择 优 录 用 到

精 品 课 程 及 自 编 教 材 中 棳显 著 提 升 了 学 生 上 实 验

课 的 兴 趣 和 积 极 性 暎 此 外 棳在 评 论 时 棳教 师 还 可 以

对 学 生 增 加 关 注 和 赞 许 棳同 时 渗 透 传 播 正 确 的 人

生 理 念 椲椀椵棳使 课 堂 内 容 得 到 延 伸 暎

棽棶椀暋多管齐下棳实行灵活评价

暥药 用 植 物 学 暦有 其 自 身 的 特 点 棳传 统 期 末 考

试 难 以 全 面 体 现 学 生 对 知 识 的 掌 握 情 况 暎 笔 者 尝

试 设 计 了 如 下 考 试 形 式 椇棻棭作 业 成 绩 暋 布 置 开 放

性 课 后 作 业 棳引 导 学 生 多 去 图 书 馆 暎 如 暟设 计 一 种

与 十 字 花 科 相 关 的 产 品 暠暎 有 的 学 生 发 现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多 具 防 癌 功 效 棳设 计 了 西 兰 花 茶 包 暎 其 知

识 涉 及 药 剂 学 暍中 药 化 学 等 课 程 的 内 容 棳无 形 中 做

到 了 学 科 交 叉 暎棽棭实 验 成 绩 暋 包 括 实 验 报 告 和 数

码 作 品 暎 实 验 报 告 主 要 是 评 价 学 生 的 理 论 知 识 和

规 范 作 图 技 能 暎 对 于 学 生 上 传 的 作 品 棳如 能 用 正

确 的 中 英 文 名 称 进 行 标 注 棳则 可 获 得 额 外 成 绩 奖

励 棳显 著 增 强 了 学 生 对 英 文 及 图 示 的 关 注 程 度 暎

棾棭期 末 成 绩 暋 试 卷 不 仅 仅 是 检 验 知 识 的 熟 练 程

度 棳更 重 要 的 是 考 察 学 生 的 实 际 应 用 能 力 暎 因 此

笔 者 在 传 统 题 目 基 础 上 棳增 加 了 图 形 题 暎 如 给 出

一 种 叶 子 的 图 形 棳要 求 辨 认 单 叶 暍复 叶 暍分 裂 情 况 棳

比 问 答 题 暟小 枝 单 叶 与 复 叶 暍复 叶 与 全 裂 叶 的 区

别 暠这 种 检 验 形 式 效 果 更 佳 椈再 如 椇暟依 据 一 朵 花 的

图 形 写 出 花 程 式 暠暍暟修 改 一 张 错 误 的 简 图 暠等 有 深

度 的 综 合 性 题 目 暎 学 生 反 映 试 卷 不 仅 有 新 意 棳而

且 印 象 深 刻 暎

棾暋小结

建 构 主 义 理 论 认 为 棳学 习 方 法 和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培 养 是 教 学 的 最 终 目 的 椲椂椵暎 因 此 棳大 学 教 师 可 通

过 把 握 学 生 的 学 习 观 特 点 棳利 用 新 时 期 大 学 校 园

提 倡 的 自 由 学 术 气 氛 棳以 学 生 作 为 主 体 棳对 其 进 行

暟引 导 暠棳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观 能 动 性 椈还

应 依 据 不 同 时 代 的 学 生 特 点 实 时 地 改 变 教 学 策

略 棳与 学 生 一 同 暟成 长 暠棳密 切 地 进 行 互 动 交 流 棳以

真 正 做 到 教 学 相 长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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