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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的病理学实验课

医学是一门动手能力极强的学科，实验课是培养留学生动手

能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此外，实验课亦是对理论课的重要补

充，是教师和学生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病理学的实验课与

病理生理学或药理学等课程的实验课不同，病理学的实验课大都

是观察病变的大体标本和切片，实验内容相对单一、枯燥。在

留学生病理学实验课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为教师讲解为主，

具体流程为：介绍实习课的目的及要求→教师进行标本展示讲解

→学生自行观察→教师及时进行指导→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

总结。有部分院校也在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模式。例如，广西医

科大学构建了留学生病理学全英网络教学平台，平台中分为资料

下载、在线练习、医学公开课视频三大版块，但是他们的平台

仅仅是用于学生平时的自主学习，并未与课堂活动紧密结合，

是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并且学习资料并不全面。

在长期的实验课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模式存在以下问

题：1）老师详细讲解标本会占用大量课堂时间，学生自行观

察的时间就相对不够；而如果老师简单讲解，部分学生在自行

观察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不知从何入手的情况；2）授课对象为来

华留学生及经挑选的临床专业本科中国学生，学生英语熟练程度

参差不齐，全英授课时，部分学生不能完全听懂老师所讲内容；3）

学生的学习态度亦是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尤其是留学生经常处于

开小差的状态之中。4）部分学生对于标本的观察停留在对实习指

导文字的死记硬背上，不能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角度去理解，

以至于同样一种疾病，换一个标本或者换一张切片，就不知道病

变所在，也没有办法描述、讲解。

2　微课、翻转课堂及 TBL

翻转课堂又称反转课堂或颠倒课堂，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型教

学模式，主要指两个层面的翻转：一是翻转学生被动学习角色和

以教师为中心角色，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教师进行有针对

性的解惑释疑或者个性化指导；二是课堂内外时间的翻转。课堂

内的有限时间，学生可以更主动且有目的地学习，教师也不会占

用大量课堂时间来讲授信息，这些信息需学生在课前及课后完成

自主学习。翻转课堂模式中的重要环节就是课前及课后学习。因

此，为学生提供完整、准确且能抓住学生眼球和大脑的课前学习

资料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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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又称微课程，其主要为 5～10 分钟的微视频。微课

在临床教学过程中的使用主要依靠以视频为传输媒介通过相应

的临床实践操作或者教学相关内容的展开，使学生能够更为积

极的展开自主学习，并且随其抛出的知识点以及疑难问题展开

相应思考，从而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能够

真正的内化知识。微课记录某一次课程的教学主题、活动主题

或者实践任务等教学环节，也可能是针对某一重难点、容易产

生误解或存在疑问的知识点进行的教学设计。因此，以某一系

统或器官常见疾病形态学改变为主要学习内容、以大体标本和

组织切片为主要观察对象的病理实验课恰好满足微课的特点，

并且微课这样的特性与翻转课堂模式教学的自主学习环节也可

以很好的契合。

TBL，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它是以团队协作为基础，以设计

好的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以团队协作的形式自主探究、合作学

习，教师再根据课堂测试结果有选择性地进行讲解。团队学习具

有两个特征:一是团队目标一致，二是知识共享。首先，个人目标

与团队目标的一致，是团队学习的基本要件。并且只有通过知识

共享，才能互通有无，共同提高。团队学习可以促进个人成长。由

于个体间差异的存在，团队学习可以有效发挥队员个人的比较优

势，来达到团队内部的互助。同时，通过团队学习能使团队智慧

融入个人化理念中，可以得到别人的知识信息和有效学习方法，

更可以展示个人的独特设想，接受别人的启发和灵感。在病理学

教学实践中以团队学习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把翻转课堂

与TBL教学法融合在一起，是能实现教学目标的理想教学方法的

组合。

3　微课、翻转课堂联合 TBL 教学模式的构建

3.1学生情况

海南医学院从2013 年开始设置中外学生混合组成的全英班

（临床医学专业）。本着学生自愿原则，全英班由分别30名左右中

国学生和留学生构成。全英班的中国学生从大一新生中选录，选

取英语笔试和口试成绩综合排名前30名；外国学生从大二留学生

中选录，选取各门课程综合成绩最优者30名编入该班，所有课程

均以全英语教学。中国学生整体英语表达能力较留学生差，更适

应“填鸭式”教学。为了兼顾全英班中国学生的特点，在过去的

全英班病理学实验教学过程中，我们更多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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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随着我校临床医学本科生源整体水平的提高，我们

发现，大部分全英班中国学生英语理解及表达能力较往届明显提

高，且主动学习的意识也明显提高。因此，20 1 7 年，我教研

室尝试将翻转课堂模式教学逐步引入到2015级全英班病例实验教

学中。但是前期，我们在课前环节给予学生的学习资料仅仅是

含有标本图片及标识有详细注解的课件，这样的课前学习资料并

不能很好满足翻转课堂的教学需要，通过课前环节的学习，部

分疑难标本病变掌握的情况并不好，教师在课堂上仍然需要花很

多时间去讲解。因此，我们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的微课视频学

习资料，去帮助学生在课前环节更充分、更直观的学习各种病

理学标本的相关形态学改变，并将其应用于2016 级全英班病理

学实验教学中。

3.2实施过程

2017级全英班58名学生根据学号被分成两个小班，每班29

人，均为中外学生混合编班（中国学生15 人，留学生14 人）。

本应用研究实施于2019 年，采用整体抽样法，一班为实验组，

二班为对照组。学生均已完成解剖学、生理、组织胚胎学等前

期医学基础课程学习。对照组和实验组按照教学计划同时授课，

授课过程中进行形成性评价，课程结束后进行理论考试和综合技

能考核。并在课程结束后对实验组学生进行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应用效果评价问卷测试。教学过程中，实验组的大部分教学活

动均已小组为单位来完成，30 名学生被平均分成6 个组，每组

均由学生自己推选出1名小组长。参考其他医学教师的经验并结

合实际情况，我们构建了微课、翻转课堂及TBL 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见图 1 ），包括课前、课中及课后三部分。

课前部分：教师根据病理学实验课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制作微视频，以教师演示讲解为主，辅以微课件及思考题等。

并及时通过网络平台上传教学资源，方便学生科学合理地进行自

主学习。学生以小组协作的方式，在课前对老师所提供的教学

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讨论，并通过查找教材、阅读分析文献资

料以及搜索网络资源等方式解决相关问题，并还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及时与教师进行讨论和交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掌

握学生的学习情况。较为简单的问题，学生小组基本可以讨论

解决，而个别较为疑难问题可以到课堂上解决。

课中部分：该教学模式课中部分有几点需强调：1）每次

实验课开头学生都会接受与课前上传教学资源相匹配的图片测

试。测试成绩需计入最后实验课平时成绩。2）学生每次实验

课实际观察的大体标本和数字切片与微课视频中教师展示、讲解

的不同，即同一种疾病，但是标本来自不同病例。3)病理大体

标本十分珍贵，来之不易。目前的教学条件只能保证每个实验

课上课班级一套大体标本。课堂上，要让每个大体标本在每名

学生手上都停留一段时间去观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教

师将每次实验课相关的大体标本和切片均分成6个组（学生有6

个组），并给出相应的数字代表组号。这样标本只需要在 6 个

小组间进行交换，并且每个小组在拿到标本后，会在小组长的

组织下聚集在一起认真观察，热烈讨论，并形成结论性的意

见。4）课中，在自行讲解病变之前，学生并不知道自己要讲

解哪组标本，这就避免了学生要讲哪组标本就只观察这些标本、

仅仅注重老师给出的分数而不注重掌握知识本身的情况发生。标

本观察结束后，病变讲解开始前，各小组抽签，抽到的数字代

表本次课需要公开讲解的标本组号及出场顺序。例如，抽到数

字 1，表示该小组需讲解组号为“1”的那组标本，且在 6 个

小组中最先出场讲解。讲解过程中，同组组员间可以互相补

充。讲解完毕后，其他组需要给出客观评价。5）每次实验课

标本讲解的成绩是给小组的，并且成绩由两部分组成：病变讲

解本身和给其他小组评价的客观性与正确性。这样操作让学生在

课堂上不仅只注重本组的标本讲解，还会认真倾听别组同学的讲

解，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目的。6）教师根据学生的讲解

情况，将学生掌握得不太好的病种标本指定为当堂且每名学生都

需完成的作业，通过做作业的方式来加强掌握不足的知识点。

教师收齐作业后以小组为单位分发给个小组长。

课后部分：各小组在组长组织下进行组内作业互评，评选

出组内最佳作业，其他组员均要对“最佳作业”给出客观评

价。作业成绩给个人，但成绩亦由两部分组成：作业完成情况

和对“最佳作业”的评价情况。这样同样有助于促进学生之间

的相互学习，尤其是作业本身是掌握不足或欠缺的病种标本。

图1      翻转课堂实施过程

3.3课程考核及评价

病理实验课成绩考核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期末标本考核相

结合的方式。实验成绩分散在学习过程中（平时成绩），包括

作业及课堂表现（标本讲解、到课情况、课堂发言和值日）两

大部分。其中均计入了在教学中以小组形式进行的互评成绩。

标本考核采用我校的考易考试平台，由题库选题，采用机考完

成。标本考核形式为给出15～20 个病例，每个病例附简要病

史、大体和/ 或镜下图片，要求学生根据提供的资料做出病理

诊断，包括部位和病变。病理学实验课作为病理学课程的重要

部分，实验课成绩亦作为最终病理学课程成绩的重要组织部分

（占比 6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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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效果

两个班病理学实验课平时成绩评价方法不同，无法比较两者

之间的差异性。但对照班标本考核（总分20分）平均成绩11.51

分，实验班平均成绩12.67分，实验比对照班高1.16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1）。对照班（实验班）标本考核成绩各分数段所

占比例分别为：15-20 分占20.7%（14.8%），<10 分占14.8%

（31.1%）。对照班（实验班）理论考核成绩各分数段所占比例分别

为：>80分占17.2%（6.9%），<60分占48.3%（65.5%）。与对照班相

比，无论是标本考核还是理论考核成绩，实验班高分率更高，低

分率更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扎实。

学期结束后，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实验班学生对新的教学模式

的评价。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班大多数学生认为微课、翻转课堂

及TB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可以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增强团队协作意识、综合分析能力与临床应用能力，对知

识点的掌握也更加牢固，对临床病理联系理解更为透彻。

表1     两自然班各类成绩平均分

5　教学体会与总结

尽管进入全英班的是每一届中成绩最好的前30 名左右留学

生，但这些留学生在学习主动性、学习态度等方面仍然有很大

差异。学习目标明确的留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主动，提出的

观点不仅限于规定教材，体现出留学生本国文化中强调独立思

考、鼓励创新思维等教育思想。但部分留学生学习态度比较消

极，上课玩手机、睡觉的情况时有发生。全英班的中国学生学

习态度认真，语言仍然是制约全英班中国学生学习交流的瓶颈，

部分学生习惯于在课堂上保持沉默，缺乏独立思考，习惯教师

的灌输式教学。我校设置中外学生混合构成的全英班，其初衷

是让中外学生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

现，中外学生之间真正有效的沟通交流很少，基本还是在各自

的圈子里“各自为政”。

通过此次教学实践，我们发现微课、翻转课堂及TBL 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1）微课标本和数字切片

讲解视频在课前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理论课知识、预习实验

课的内容。每次实验课的图片测试也会增加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

压力和动力。课前的的自主学习让学生在上课前确立学习目标，

在课堂上学生可以有的放矢，更有侧重点地去观察和思考。2）

另外，课前全英文讲解的微课视频学习也让部分英语应用不太自

如的学生提前熟悉了相关专业术语和知识点，在课堂上也敢于发

言，敢于与其他同学沟通。3）学生每次实验课实际观察的大

体标本和数字切片与微课视频中教师展示、讲解的有所不同：

相同病种但标本来自不同病例。这样也杜绝了个别同学认为有了

微课视频，只需要在标本考试前突击就能通过的侥幸心态。要

求学生在课中除必须观察仔细认真外，还要结合课前对相同疾病

成绩类别
实验组（17级   
全英1班）

对照组（17级   
全英1班）

实验课平时成绩（满分40） 33.65

标本考核成绩（满分20） 12.67 11.51

理论考试成绩（满分100） 61.72 56.24

33.27

不同标本的学习成果，边观察边思考，才能自己学会融会贯

通，讲解出病变之所在。3)TBL，它是以团队协作为基础，学

生以团队协作的形式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我们的教学模式在

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形成性评价很

多项目成绩都是小组的。因此，小组内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的

一致，并且通过知识共享，才能互通有无，共同提高。由于

个体间差异的存在，小组学习可以有效发挥队员个人的比较优

势，来达到小组内部的互助。存在“偷懒”心理的学生也会

在小组的带动下，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作为一名医生，责

任心和团队合作非常重要。医学院校培养的医生不仅仅是只会看

病的医生，更重要的是培养有责任感、同情心和团队合作能力的

医生。小组学习活动给予更多中外学生沟通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

会。在上述学习活动中，学生在讨论和对其他小组的质疑中加深

了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并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同时，小

组学习活动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及个人责任感。5）

很多教学活动的成绩均由两部分组成：项目本身成绩和互评的客

观性与正确性。这样操作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只注重本组的标本

讲解，还会认真倾听别组同学的讲解，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

目的。在课后对其他同学作业的评价同样有助于促进学生之间的

相互学习。

综上，在病理学实验课教学实践中，以团队学习为基础，以

解决问题为目标，把微课、翻转课堂与TBL教学法融合在一起，是

一种较为理想且适合于中外学生混合的全英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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