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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角色结合案例教学模式在中医心内科临床教学中之探索

与应用

崔源源 *　刘剑刚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中心　北京　100091

摘　要：目的 以翻转角色结合案例教学模式应用于临床教学中，比较其与传统临床教学模式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6

月 -2024 年 6 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内科轮转的 30 名临床研究生或规培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法分为 2

组，对照组 15 人，实验组 15 人，前者应用传统教学模式带教，后者采用翻转角色与临床案例模式相结合的方法教学，比

较 2 组学生的临床接诊能力，个人综合能力（包括临床诊疗、沟通技巧、人文关怀、团队协助、思想品德）以及中医临床

思维能力。结果 在综合考评中，研究组在临床接诊能力、个人综合能力以及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分别

为（42.13±2.53）vs.（35.73±2.21），（83.87±3.03）vs.（91.27±2.15） 和（81.2±3.12）vs.（91.2±3.48）， 具 有 统 计 学

意义（P ＜ 0.01）。在个人综合能力中，研究组的临床诊疗（18.27±0.88）vs.（16.87±1.06）、沟通技巧（18.40±1.05）

vs.（15.73±0.70）、人文关怀（18.53 ＋ 0.83）vs.（17.20±0.86）和思想品德（18.27±0.96）vs.（16.87±0.83），均优于对

照组（P ＜ 0.01）。团队协助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17.80±1.26）vs.（17.13±1.13），P=0.13]。结论 翻转角色结合案例教

学模式在中医心内科临床教学效果显著，可提高临床学生的接诊接诊、个人综合能力以及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值得在临床

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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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阶段是临床医学生从学生角色向医生角色转

变的关键时期，其教学质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医学生对医

学理论的理解、掌握及其临床应用的能力。传统的医学教

育模式往往侧重于终结性评价，从而忽视了学生临床实践

能力及探索求知能力，该模式培养的医学生对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缺乏兴趣，对整体医学知识体系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往往是生搬硬套、缺乏探索精神 [1]。心内科是临床医学专业

的重要学科，由于其专业难度系数较大、教学过程趣味性

不够及学习动力不足等因素，在临床教学中带来一些困难 [2]。

因此，探索较高质量的临床教学模式对医学生的临床发展

具有较深的影响。

翻转角色教学模式是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

一步改进，将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

中发现问题并主动解决问题，提高学生思考主动性，促进

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结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强调

病例为基础、问题为导向、理论与实践结合，把既往学习

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进而理论与实践共同提升。

结合这两种临床教学模式应用在心内科教学中，打破单一

的学科模式，注重培养医学生积极思考的能力，主动学习

及团队合作的凝聚力，以医学理论与临床案例结合，使学

生更好地理解临床知识、提高临床应用能力。本项目采用

翻转角色教学模式与临床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注重培

养学生思考、探索及临床实践能力，为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提供新的临床教学模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2 年 6 月 -2024 年 6 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

医院心血管中心轮转的 30 名临床专业硕士或规培生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1）对该项目的临床教学内容知情，

并且学生或者规培生自愿参加；（2）研究对象为临床专业

硕士或在西苑医院规培生的医师。排除标准：拒绝参加或

者不能根据项目要求完善任务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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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临床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具体方法：（1）

完成心内科入科培训；（2）带教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向

学生讲解心内科常见疾病的理论知识要点；（3）在带教老

师带领下，学生到床旁对患者进行病史采集以及体格检查；

（4）医学生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及影

像学检查等，提出疾病的诊疗思路、疾病鉴别、治疗方案

及难点，讨论结束后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讲解答疑；（5）

带教老师对疾病的诊治思路以及重点、难点知识进行归纳

总结。

1.2.2 研究组

研究组采用翻转角色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

式培养医学生，具体过程：（1）完成医学生入科培训，阐

明翻转角色与案例教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具体实施方法，使

同学在临床教学过程中能够积极配合；（2）以心血管常见

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高血压、心律失常等）为基础，

学生提前复习基础知识，学生对分配到的患者进行独立床

旁采集临床资料，包括病史、体格检查等，老师全程旁听，

适时进行指导；（3）学生对典型案例或者疑难案例进行资

料整理，检索相关文献指南及最新诊疗和研究进展等，对

临床典型病例进行分析讨论，提出诊疗思路及治疗方案，

带教老师适时引导、答疑；（4）带教老师结合患者临床特点，

与教材所学疾病的重点、难点进行归纳总结。采用随机数

表法将纳入的医学生分为研究组（15 人）和对照组（15 人）。

研究组采用翻转角色与案例教学结合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1.3 评价指标 

1.3.1 中医临床接诊能力

根据《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2023 版）》，临床

接诊能力是临床医学生的必备能力，成绩包括中医理论学

习和基本技能考核，满分 50 分，分数越高代表教学效果越好。

两组研究对象分别为轮转结束最后一周进行考核。

1.3.2 个人综合能力

在心内科临床实践结束后，通过心内科自制问卷分别

对两组同学的个人综合能力考评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临床诊疗、沟通技巧、人文关怀、团队协助和思想品德，

共 5 个项目，满分 100 分。

1.3.3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是运用所学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结合望、闻、问、切四诊对患者症状、体征等进行全面分析，

判断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中医

临床思维是中医教育的重要环节，中医临床思维是考核的

主要内容之一，满分 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接诊能力

临床接诊能力是临床医学生的必备能力。通过临床考

核，研究组的临床接诊能力平均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评分比较

项目 对照组
n=15

研究组
n=15 t P

临床接诊能力 35.73±2.21 42.13±2.53 7.363 0.001

2.2 个人综合能力

与传统教学模式比较，采用角色翻转和案例教学结合

模式有利于学生提高诊疗能力、沟通技巧、人文关怀及思

想品德，进一步提示综合素养（P ＜ 0.01），见表 2-3。

表 2 两组评分比较

项目 对照组
n=15

研究组
n=15 t P

综合能力 83.87±3.03 91.27±2.15 7.726 0.000

表 3 两组评分比较

项目 对照组
n=15

研究组
n=15 t P

临床诊疗 16.87±1.06 18.27±0.88 3.939 0.001

沟通技巧 15.73±0.70 18.40±1.05 8.141 0.001

人文关怀 17.20±0.86 18.53 ＋ 0.83 4.306 0.001

团队协助 17.13±1.13 17.80±1.26 1.525 0.13

思想品德 16.87±0.83 18.27±0.96 4.261 0.002

2.3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临床教学最后 1 周，根据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

考核学生中医理论学习和望、闻、问、切等基本技能考核，

整理分析后，结果显示，对照组平均分为 81.2 分，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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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1.2 分，研究组平均分高于对照组（P ＜ 0.01），见表 4。

表 4 两组评分比较

项目 对照组
n=15

研究组
n=15 t P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81.2±3.12 91.2±3.48 8.113 0.001

3. 讨论

在临床医学中，心内科疾病包含内容较多，且病情复杂、

突发性等特点。对临床带教老师以及医学生而言，均是一

场严峻的挑战。因此，临床教学内容及策略的选择及评价，

对临床教学效果均有一定的影响。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带

教老师为核心”，向学生输出知识，学生往往被动吸收，

以致学生对知识掌握水平、临床思维、与患者沟通能力等

欠缺。因此，探索新的临床教学模式，对提高临床教学效果，

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具有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翻转课堂教学方法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

2007 年萨尔曼·可汗首次提出翻转课题法 , 其主要思想是

将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前置到课堂以外 , 把学生对知识的深入

内化、问题探讨和任务解决放在课内的一种教学模式 [3]。本

研究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既“翻转

角色教学模式”，由传统的“教授为核心”转为“学生为

核心”，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引导学生利用周围教师资源、网络资源、图书馆等多方面

的汲取知识、理解并掌握，从而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

临床教学效果。一些对翻转教学的研究出现了不一致的结

果 [4-6]。一方面有些教师在翻转教学中没有创造出真正以学

生为中心的环境 [4]；另一方面，部分学生只是短暂的新鲜感，

逐渐倦怠，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简单的回应，出现滞后

现象。因此，对翻转课题的模式进行修改，更加适合临床

教学。

本研究将临床教学模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

转角色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临床实习为主；第二阶段以

临床案例讨论为载体，学生围绕具体问题深入思考，侧重

临床实践。在学生还不具备独立诊治水平和能力的情况下，

需要带教教师付出耐心引导学生思考方向、及时有效的互

动等，促进学生获得感和满足感。通过第一阶段学生熟知

临床环境，了解临床诊疗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

过程 , 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激发学习热情，使其团结协作

精神和创新能力得到训练，逐步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

临床教学。第二阶段，学生在课中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临

床实践中。学生对患者进行问诊、查体、收集临床资料等

过程，遇到的问题与临床老师或同学之间适时探讨并解决

问题，通过反复的训练 ,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7]。

结合典型案例或者疑难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型，从临

床实际问题出发，以疾病诊治为导向，通过小组形式进行

讨论，要求学生对病例中的难点或疑点搜集资料，与小组

成员分享，同时也要求对其他成员的观点或意见进行质疑

或解答。在病例诊治过程中 , 同学与同学、小组与小组之间

或学生与教师之间交换诊疗方案，每组写出错误和值得借

鉴的地方 , 并对照检查自己的报告情况 , 最终完成诊治 [3]。

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的学生临床教学结果及中医临床

技能水平优于对照组，说明角色翻转结合临床案例教学模

式在中医心内科临床教学中效果优于传统的临床教学模式，

有助于激发学生临床学习积极性 , 提高教学效果。

尝试多种模式的临床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兴趣及

提高临床教学效果。比如， Problem Based Learning, 是以问

题为基础的学习方法，利用充足的病例资源 , 开展 PBL 教学。

Case Based Learning 是以案 ( 病 ) 例为基础的学习教学法，

共享有限的病例资源；视听教材以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教学

法，获取更多的资源 [8]。基于角色翻转结合临床案例教学相

结合的模式，对心内科常见疾病进行实践、增强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内化、促进学生与学生、教

师与学生的深入探讨与交流，让临床实践更加深入。

两种模式结合，一方面是学习的主动权交回学生，不仅

调动了临床学生学习的热情 , 而且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

使学习效果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从临床典型案例出发，把

问题具体化，使学生对既往学习的知识应用到临床，更加形

象的体会“学以致用”。为此，本研究采用翻转角色与临床

案例结合的教学模式对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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