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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课程体系解构重构与“CBL+PAD” 

三时段五步法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在病理学课程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 
王菊宁1  王春宝2  刘娜娜1 

（1西安培华学院医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目的：首创“以临床病例为载体，病理诊断为主线”解构并重构课程结构体系，将重构后的课程结构体系与 CBL+PAD 线

上线下三时段五步法教学模式融合并应用于病理学教学改革中，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并提高创新思维和团队

协作能力。在整个教学过程既符合情境设计与使用，又符合知识总结与提升，让课堂真正为基础课教学设计为学生服务；同时也让

基础医学课程为临床医学课程服务的理念深入课堂。方法：根据 2021级统招护理本科学生实验班和传统班进行授课对比。结论：根

据重构后的课程结构体系与 CBL+PAD 线上线下三时段五步法教学模式融合应用于实验班，与传统班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效果的差异

性较为显著。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提升学生的课堂满意度，值得在高校课堂教学中进一步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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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病理学是介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一门桥梁课程，是医

学生迈入医学殿堂的必经之路，学好病理学对医学生的职业生涯非

常重要。但是本门课程学生普遍认为比较抽象、难理解、找不到、

看不懂，加上大部分学生的解剖和组胚基础薄弱，对形态学的抽象

空间思维想象不来，学习兴趣不浓厚， 终导致学生不会学、不愿

学、更不会用；但是学生都喜欢做实验观察、新奇的实验现象、分

析不同的临床疾病，这也为我们的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本门

课的课程特点和学生的学情分析，笔者对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这门

非常重要专业基础课---《病理学》进行了整体设计并实践，其指导

思想主要以本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能力培养为本位、项目为主体、

任务为中心，将工作与学习有机结合，首创“以临床病例为载体，

病理诊断为主线”解构并重构课程结构体系，进行了项目式课程整

合，采用 CBL+PAD 线上线下三时段五步法教学方法与手段，构建

了《病理学》课程体系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融合应

用型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2 课程改革研究内容 
2.1 研究对象 

选取我校 2021 级统招护理本科两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护

理 1 班作为实验班（教改班），护理 2 班作为对照班（传统班）。 

2.2 研究方法 

2.2.1 病理学课程结构体系的解构并重构 

课程结构体系的解构并重构设计属于本次教学改革的亮点和特

色，也属于原创。将传统课程结构以能力培养为本位，按照双基双

技的能力目标对其进行解构，解析出 4 大知识技能，将其融入到真

实临床病例中，演绎出 5 大学习情景；每一个系统疾病都包含有炎

症、溃疡、栓塞、梗死、肿瘤。因此以临床病例为载体，病理诊断

为主线，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分为炎性疾病的病理诊断、溃疡疾病

的病理诊断、栓塞疾病的病理诊断、梗死疾病的病理诊断和肿瘤疾

病的病理诊断（见图二 病理学重构课程结构）。将每一个学习情境

融入工作过程中通过手把手，放开手， 终甩开手！重复的是工作

过程，依次递进的是工作内容，不断提升的是工作能力（见图三 重

构后的学习情境）。重构后的课程结构，在每一个学习情境下都设定

典型项目任务，每一个项目任务都是有简单到复杂，比如：炎性疾

病的病理诊断里的项目任务由易到难分为：阑尾炎案例（急性、慢

性）、支气管炎、肺炎案例（大、小叶性肺炎）、感染性心内膜炎案

例（急性、亚急性、）、肝炎案例（乙肝、酒精肝）、胃炎案例（急性、

慢性）、肾炎案例（急性、慢性），直到 后的肿瘤疾病的病理诊断

里的项目任务由易到难分为：子宫平滑肌瘤案例、宫颈癌案例、乳

腺纤维瘤案例、乳腺癌案例、脂肪瘤案例、肺癌案例、肝癌案例、

胃癌案例、膀胱癌案例；每一个任务由的完成都是一个完整的病理

诊断工作过程，实施步骤由简单到复杂。通过一个个任务的完成，

达到反复训练学生基本操作技能，不断强化基础理论知识， 终提

升综合职业能力的目的。 

2.2.2 教学方法 根据病理学课程的实际安排，2021 级统招护理

本科学生实行小班授课，每班 36 人，护本 1 班作为实验班按照教改

模式进行理论实验一体化教学，护本 2 班作为对照班按照传统教学

模式理论实验分开教学；每周 4 课时，14 周，共计 56 课时。传统

班理论课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 PPT，实验课主要是观察切片为主；

实验班按照 CBL+PAD 教学模式课前、课中、课后三时段，课中将

学习情境融入工作过程，采用临床案例导入、数字人建模、大体库

和切片库观察、讨论评价、知识拓展五步法有序组织教学。 

2.2.3 实施步骤 

2.2.3.1 课前：蓝墨云班课在线上下发项目任务书 

课前借助于数字人平台、医学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人为慕

课在蓝墨云班课下发项目任务书提出问题并上传相关教学资源，学

生接到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查阅文献，小组讨论，制定项目实

施方案。 

2.2.3.2 课中：采用 CBL+ PAD 五步法线下教学模式 

CBL 教学法：核心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PAD 教学法：主要以

讲授（Presentation）—内化（Assimilation）—讨论（Discussion）三

阶段整合模式为主。第一步：讲解项目任务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

并导入临床真实案例；第二步：数字人平台建模：学生借助数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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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进行建模；第三步：大体库和切片库观察：在形态学数字化平

台上将解剖、组胚、病理知识进行整合，在数字化平台和显微镜下

进行肉眼和镜下观察对比组织和细胞的正常与异常结构，学生能够

直观的对病变部位做出正确的诊断。第四步：讨论评价：进行小组

讨论汇报，教师进行评价补充。 后进行成绩认定。把基础医学课

程为临床医学课程服务的理念深入课堂。第五步：知识拓展：在知

识拓展过程中学生继续建模，由一个知识点拓展种疾病的相关并发

症，继续讨论、汇报、总结。如心肌梗死的栓子随着血液循环运行

到肾脏引起肾梗死，学生继续按照五步法进行学习。 

2.2.3.3 课后：线下形成病例分析总结笔记、整合笔记及测评，

线上进行问卷调查 

每个项目结束后学生首先将本项目研究内容形成病例分析总结

笔记，整合笔记（组织正常、异常结构的肉眼和镜下观镜下绘图并

标注），同时在系统中随机抽取试卷一份进行后测，采用闭卷测试方

式，不得互相交流，不得查阅资料，只要根据自己掌握知识的真实

情况答题。在每个项目结束后通过麦可思教学评价系统进行项目实

施评价问卷，另外学期末对实验组进行《病理学》课程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融合应用型课程改革的教学效果问卷

调查。 

3 效果及评价 
根据《病理学》课程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融合

应用型课程改革与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效果的差异性，结果见

下表： 

表：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比较 

 人数 ≥90 89-80 79-70 69-60 ＜60 平均成绩 

实验组 36 22（61.1%） 13（36.1%） 1（2.7%） 0 0 90.2 

对照组 36 5（13.8%） 15（41.6%） 12（33.3%） 4（11.1%） 0 81.7 

在《病理学》课程体系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融

合应用型课程改革教学结束后，进行了调查问卷，根据麦可思数据

报告分析：针对本次课改实验班学生非常满意高达 92%以上，非常

不满意只占 1%，实验班和传统班教学效果比较结果。 

表：《病理学》课程体系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融合 

应用型课程改革教学效果比较 

传统教学 

效果好 

课程体系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 

模式融合应用型课程改革教学效果好 
两者相当

0.27% 97% 0.03% 

4 讨论 
首创“以临床病例为载体，病理诊断为主线”解构并重构病理学

课程结构体系，将学习情境融入工作过程，每一个学习情境下设定由

简单到复杂典型项目任务，学生每完成一个项目任务都是一个完整的

病理诊断工作过程，通过一个个任务的完成，达到反复训练学生基本

操作技能，不断强化基础理论知识， 终提升综合职业能力。 

以 CBL+PAD 为中心的三时段五步法的创新教学模式，以此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获取新知识、有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

新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探索研究、自主创新能力；把基

础医学课程为临床医学课程服务的理念深入课堂，充分实现了以教

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创新教学模式。 

经典的临床病例作为项目任务书的导向，让学生置身于真实临

床场景，进而使学生完成从好奇、认知、探究到掌握、应用、创新

的学习全过程，以此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的学习新

理念，提高学生临床病理诊断能力。 

多元化的教学平台，让学生通过线上线下观察、分析、判断正

常和异常组织和细胞的形态结构，提高了学生的观察、分析和判断

能力。本次教学实践显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钻研的能力大大提高，

真正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效果。 

项目任务书、病例分析总结笔记及整合笔记成为临床病例诊断

的精美作品。让学生将正常的组织结构和病变的组织结构通过整合

的项目对比研究学习，通过临床真实病例 终对疾病进行诊断，精

细对比学习自己完成的病例分析总结笔记和整合总结笔记，构成了

一种从“学生—作品—教师”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系，三者之间紧

密联系而存在，这就使得学生会以创新性的思维更高要求的追求临

床病理诊断质量，而并非停留于单纯的完成层面。从思考、探究中

获得联想、创新的认识过程， 终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培养创造

性思维能力。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麦可思教学评价系统及

蓝墨云班课，创建了病理学网络评估学习系统，加强了形成性评价

环节，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该网络评估学习系统共分为 3 大模块：

①教与学评估系统，②学生学习测试系统，③师生交流互动反馈系

统。注重反馈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更清晰地感知整个教学过程的

规律，有助于发现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更有助于学生的进步和课

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课程改革不断提升教师教学创新能力，通过次教学法的改革，

教师将本课程解构、重构后通过临床真实病理病例做出真实驱动项

目，将项目任务书起草、发放！整个过程需要教师把这门课程进行

透析。“以临床病例为载体，病理诊断为主线”重构后的病理学课程

结构在整个教学过程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敢于创新、不断总结、及

时反思，既善于情境的设计与使用，又善于知识的总结与提升，让

课堂真正为设计基础课教学服务，为学生服务。以此提高了教师对

知识系统化的掌握，构成专业化教学体系。获得多维知识体系在临

床病理病例具体项目中灵活运用的能力！ 

结论 
课堂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节点和生长点，也是衡量一

所学校教学水平的标志。通过《病理学》课程体系重构与 CBL+PAD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融合教学法，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

探索知识、辨析真理的发掘者，真正成为自主学习、自主提高的能

力的主导者，同时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得到

了显著提升。CBL+PAD 三个阶段项目式整合课程教学模式及首创

“以临床病例为载体，病理诊断为主线”重构后的病理学课程结构

为我国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且简便，易操作，值

得在高校教学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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