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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结合临床案例在组织学与胚胎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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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评估翻转课堂结合临床案例教学模式于《组织学与胚胎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中，我们从河南中医药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招募了100名学生，将他们随机划分成两组：一组接受翻转课堂，另一组接受传统的教学模式。我们将

检测两组学生在学习中的学习效果，包括理论基础、临床技术等，同时也将收集学员的反馈信息，来衡量他们的学习

成果。结果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在理论考试中，试验组的结果与对照组相当，其平均值分值达到45.21，而在面试

中，试验组的结果显然高出对照组，其平均值分值达到42.15，而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也相当接近，P<0.001。教

学反馈显示翻转课堂结合临床案例的教学模式显著提高学生的临床诊疗思维和沟通合作能力。学生更愿意继续接受该

教学模式。结论 翻转课堂结合临床案例的教学模式明显提高了《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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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Clinic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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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clinical case teaching model in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 Methods 100 students from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a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style, incorporating clinical 

cas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kept to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thinking aptitude of both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evaluated, and their teaching satisfaction was 

gauged through feedback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sparity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 theoretical test scores, with the mean values being. 45.21 and 

44.65 respectively.The experimental group's interview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 with average values of 42.15 and 40.11 (P<0.001). The teaching feedback showed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clinical case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Stud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continue to accept the teaching 

mode. Conclusion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can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y a flipped classroom and clinical cases.

Keywords :     flip  classroom;  clinical  cases;  teaching mode;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  teaching 

feedback; effect of application

2022年7月23日，教育部颁布“全面规范、提高质量”，旨在深化普通高等教育的改革，促进教育体制的完善，体现高等教育的公

平性和可持续性，建立一套科学的教育体制，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课程授课水准，体现课程授课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技术，即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技术，如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等，激发学生持续学习的动力和创造性思维，从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

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临床工作多年的医生或世代行医的继承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传统医学教育模式难

以适应其学习特点。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可以深化理论理解和提高临床诊疗思维能力 [1]。

根据教学大纲内容，教师课前布置讨论的相关病例内容，学生课前可通过网络资源比如知网、丁香园、pubmed数据库、Web Services

等进行自主学习，课堂教学则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翻转式学习活动，即以围绕案例讨论为主，有助于提高其学习兴趣和临床思维

能力。

《组织学与胚胎学》具有知识结构复杂，零碎知识点多，概念比较抽象等特点。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理论知识，还需要理解大量多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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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光镜下图片和电镜下微观结构图片。通过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快速提高学生们对于微观结构知识的认识，无法形成较好的逻辑线，

记忆难度较大。为了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课题组经过论证、设计、实践，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具体方案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取于2024年度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习的100

名学生，学生均来自同一年级。所有人员均知晓并自愿参加本

研究。通过使用随机数表，我们把100名受试者划分成两个小

组：一个是25名男生，25名女生；另外一个是26名男生，24名

女生。

（二）观察指标

1.教学模式

《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四大基本组织：上皮

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以及二大系统：消化系统

和呼吸系统。两个小组均安排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授课。实

验小组采用翻转课堂结合临床案例的教学模式：①根据教学大纲

要求制作教学课件；②准备课堂上需要讨论的病例及思考题；③

提前安排学生自主预习，检索相关文献查找资料；④课堂教学以

实际案例引导学生运用组织胚胎学的知识解决实际临床问题。对

照小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两组学生的教学进度保持一致，并且

分别安排在不同教室上课，以减少统计学中的混杂因素。

2.教学考核

通过理论考试答题和面试考核技能检测学生对重要知识点和

临床诊疗思维的学习效果，理论考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50%。

理论考试试题以教学大纲为指导，主要围绕重点知识点进行考

核。面试的考官由学科安排非授课教师担任，不了解学生的教学

分组情况。面试主要考核学生对组织学形态结构与疾病发生及发

展关联性的理解，应用组织学形态结构深化临床诊疗思路，并采

用组织学形态结构特点与患者有效沟通使患者大致理解疾病的发

病机制。课后通过调查问卷，从课堂参与度、学习成效、临床思

辨能力培养、沟通交流能力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培养等方面评价

新教学模式。

（三）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通过使用 t检验和 χ2检验，我们可以将符

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平均值 ±s的形式来描述，而将计数资料用

（%）的形式来描述，并使用 Graphpad Prism5进行绘制，当 p 

<0.05时，可视作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二、结果

（一）面试成绩和理论成绩的考核比较

两组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度和临床诊疗思维能力比较结果显

示，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无显著性差异。在面试成绩方面，实验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图1)。与对照组相比，*P<0.001。

 > 图1 两组学生教学考核成绩比较

（二）教学效果反馈评价

实验组学生更高比例愿意继续接受该教学模式，认为这样的

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提高课堂参与度，更易理解枯燥的理论知

识，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 (图 2)。以下是实验组班

级班长的主动反馈信息和随机抽取实验组班级三位同学反馈的信

息，采用微信原始截图呈现 (图3)。*P<0.05,**P<0.001，与对照

组相比。

 > 图2 两组学生教学反馈结果比较 [person(%),n=50]

 > 图3实验组部分学生反馈信息原始微信截图

三、讨论

医学教育不仅需要让学生掌握基础医学知识，更需要让其深

化到临床的诊疗思维中。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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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实现理论与临床应用的结合 [2]。本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

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既可以显著提高《组织学与

胚胎学》教学效果，又可提高医学生的临床诊疗思维 [3-5]。相较于

单纯理论知识的考核成绩，新的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的结果

相当，且新的教学模式又可显著提高学生的临床应用能力。新的

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挑战，它并不是单纯的新技术的应用，而是

教学理念的改变，是从“以教定学”转变为“以学定教” [6]。教师

不但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而且需要及时

发现和帮助自律性差的学生，确保教学效果。此外，也对教师的

教学设计和组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善于营造导向深度学习

的课堂环境 [7-8]。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我校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本课程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学生掌握人体微观结构及其相关

功能，为学习其他基础和临床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设定课程

改革目标，树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思想，鼓励学生在线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意识及独立思考习惯，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

力。课堂教学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使学生

逐步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教学过程中突出基础

理论与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同时，教学过程

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学习效果，通过使用课堂派等教学工具营造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形成良好互动。课后让学生根据老师提出

的思考题，进行深入思考，师生之间可通过班级微信群互动交

流，加强知识的内在转化。我们还定期开展翻转课堂，联系临床

案例，拓展学生学习视野，为将来学习临床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翻转课堂结合临床病例应用

这一创新教学模式在医学教育中的可行性，尤其在对医学研究生

的临床诊疗思维培养方面更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完善。①实现三个

转化：把基本理论转化为实际操作，把基本知识转化为科学思

维，把基本技能转化为专业技能；②提高三个能力：专业能力、

科研能力、思维能力；③培养三种素质：专业素质、科学素质、

综合素质。

促进医教融合，增强医护团队的能力，以满足社会对优秀医

护人员的需求，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我们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深入探索新型教育

模式的关键所在。将质量放在首位，作为推动医学院校教育变革

的根本原则，构建起一种全面的、协调的医教关系，使得基础医

学课程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紧密融合，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临床医学人才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当今基础

医学课程教育的一个关键挑战。教学改革之路任重道远，现代教

育技术的发展必将为医学教育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将现代教

育技术应用于教学，同时加强基础医学课程建设，为卓越医学人

才的培养夯实基础，是广大医学教育工作者继续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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