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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教学·
浅谈病例导入式教学在妇产科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滑 玮 陈必良 杨 红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 目的：将 CBS 教学法运用于妇产科学的教学中，探讨其教学效果。方法：在妇产科学教学中，将我校 2005 级临床医学 160 名

本科学生分为试验组（CBS 教学法）和对照组（传统讲授方法）。结果：学科考试中，试验组的平均分数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结
论：CBS 教学法是行之有效并且切实可行的，对提高妇产科学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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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case based study in teaching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ethods: A total of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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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医学

模式，及培养符合现代医学需要的合格人才，医学教育的教学

方法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更新，尤其是临床医学的教学。病例

导入式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引导的教学方式 （case based study，

CBS）[1]：以问题教学法（problem based learing，PBL）为基础，在

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它以病例为中心，提出相关问

题，启发学生研讨有关的基础和临床知识，训练学生运用相关

知识分析和处理具体案例的能力，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我们在妇产科课堂理论教

学中开展了基于 PBL 为核心的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试验对象

在我校 2005 级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班中随机分成试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为 80 人。
1.2 研究方法

在妇科生殖内分泌疾病教学单元对于实验组学生采用病

例导入式教学法；而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法。病例导入式

教学的具体方法为：首先由教师介绍生殖内分泌疾病总论，之

后将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闭经、多囊卵巢综合征、绝经综合征

的典型临床病例交给学生，教师介绍参考书目及查找文献的方

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准备，最后由学生分析病例，讲解

疾病的相关知识及研究进展，相互提问，教师进行总结述评。传

统的教学方法为：按照每种疾病的病因、病 理、临床表现、辅助

检查、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的顺序，全部由教师课堂讲

授，病例分析亦由教师讲解，学生提问。两种教学方法的学时相

等。教学结束后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效果评价。
1.3 检验项目

两组学生均采用同一试卷进行学科考试。试卷按照题目方

式分为传统考题及病例分析试题两大部分。
1.4 统计方法

对所有成绩，均以平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计量

资料比较用 t 检验，用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我们分别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传统考题及病例分析试题

得分进行对比，结果（见附表）传统考题中，试验组与对照组间

成绩无显著差异; 病例分析试题及总分中，试验组平均值均高

于对照组，且两组间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教学效果评价结果显示：95%的学生认为病例导入法能够

提高理论知识的临床应用能力，91% 的学生认为能够激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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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传统的理论教学中，教师按照疾病定义、病理、临床表

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这样一个固定授课模式，对各

类疾病进行纵向讲解。这种授课模式较为刻板，主要是对课本

内容的复述，容易形成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听讲的局面，有

着明显的局限性。由于讲课的顺序是从疾病到症状，因此学生

形成的思维习惯也是从疾病到症状。而在实际工作中，医生首

先面对的是患者叙述的症状，需要的是从症状到疾病的思维顺

序。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我们将

以问题讨论为主体的病例导入式教学模式引入妇产科理论教

学中。
以症状分析为先导，以问题讨论为主体的病例导入式教学

模式是与传统教学方法有较大区别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它发

挥了以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双边活动作用。在本组中，

实验组成绩优于对照组（P<0.05），通过将传统教学方法和病例

导入式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比较可以看出，对于反映基础理论知

识掌握情况的客观题得分两组间无明显差异，而反映综合、分
析、归纳能力的主观题得分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总体得分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总的看来，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效果明显优

于传统教学法，特别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归纳能力。
而对基础知识掌握方面未体现出优越性，可能与病例设计过程

中专注于加强临床能力、应用能力的提高，过分偏爱诊疗过程

中问题的设计，而相对忽略了基础知识的掌握，未重视记忆相

关问题，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应注意改善。
在教学结束之后，我们对病例导入法进行了效果评价，

95%的学生认为病例导入法能够提高理论知识的临床应用能

力，91% 的学生认为能够激发学习兴趣，90%的学生认为能够

提高学习效率。据此，我们认为病例导入法能够使学生以积极

的态度投入到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中去，对提高教育质量、推进

素质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妇产科学作为是临床基础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当一部

分专科知识抽象难懂，尤其是妇科生殖内分泌疾病等更是多年

来临床教学的难点，在妇产科教学之中正确应用典型案例，在

辅助学生正确理解知识点、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强化

学生记忆、提高教学效果，引导学生由传统学习思维向临床思

维转换等方面均可收到较好成效。如在讲解绝经综合征时，我

们引入恰当的病例，请学生思考围绝经期妇女为何出现一系列

症状。通过对病例的生动讲解，让学生从真实病例中深刻认识

了围绝经期妇女的典型临床症状，如潮热、烦躁、失眠等，再通

过对患者性激素检查结果的分析，使学生理解围绝经期妇女体

内激素水平的变化，进而与相应临床症状对照，从病因、临床表

现、治疗原则等多个层面综合掌握了这一临床常见疾病。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提高，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对这一章节

的知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解闭经时，我们引入各种类型闭

经对应的临床实例（原发性闭经、继发性闭经中的各种亚型），

如剧烈运动、节食引发的下丘脑性闭经，产后大出血引发的垂

体性闭经，卵巢内分泌失调引起的卵巢性闭经，以及多次人工

流产过度刮宫引起的子宫性闭经。使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让

学生对照各病例较容易的掌握闭经的复杂分类系统及理论基

础，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辅助学生形成系统化记忆，提高

了教学效果。
采用病例教学法还可有效地引导学生综合利用理论知识

解决临床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思维方式。如在多囊

卵巢综合征的病例分析中，通过课前准备，在学生中挑选患有

多囊卵巢综合征者组织课堂讨论。在经典病例分析、讲评后，要

求学生分组对自己同学的病情进行分析，并提出简单的治疗方

案。通过这种方式教学，学生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因、病理、
内分泌特征、临床表现、治疗原则有了深刻的认识，并能将理论

知识迅速运用到时间中去，使课堂基础医学理论与临床医疗实

践相联系，缩短了从课堂到临床的距离。同时，教师通过对病例

的分析、引导，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临床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以下事项：1)CBS 教学效

果的好坏与病例选择是否恰当有明显关系：编写的病案必须典

型、可信，多媒体课件中可充分利用图片或录像辅助展示，使其

更直观和真实，以唤起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3]。病例

的选择应依据教学内容和目的选出实用性较强、难度适中的典

型病例，避免难度过大，这样可以节省学生讨论的时间，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2)针对病例所设计的问题要求能够很好地导出

教学内容，这些问题给出的次序和时机应合乎逻辑，内容安排

由浅入深，形成一个顺序递进的导向过程，围绕此病例的问题

应紧扣教学内容和目的，并能够贯穿课堂教学始终[4]；3)学生课

前预习是否充分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4)布置课后思考题或

作业对加强学生记忆、进一步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布置的作业不应该只是教材中的简答题，应

该包括能锻炼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病例分析题，这才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总之，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它

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的教

Subject Test group Control group P

Traditional questions 48.52±5.21 47.35±8.33 > 0.05

Case-analysis questions 35.11±6.31 24.16±6.42 < 0.01

Total scores 80.17±9.16 72.32±5.35 < 0.0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two groups

兴趣，85%的学生认为能够提高临床分析能力，82%的学生认为

能够提升理论知识记忆水平，90%的学生认为能够提高学习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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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

兴趣，调动学习的积极性，课堂上学生精力集中，教学效果显

著，符合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将在妇产科学理论教学中深入开

展这一教学方法，进一步探索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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