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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生理学的创立于 1628 年，英国科学家威廉?哈维通过进

行动物实验发表了《心血运动论》，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概念，标志

着生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生理学的一切知识都应该

从实验中获得。生理学是高等院校医学和护理学专业重要的桥梁

课程，是学习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内外科、妇儿科等临床课程

的基础。2007 年，以翻转课堂、慕课（MOOC）、PBL、项目式

学习为代表的新型教学模式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这些新型教学

模式为生理学带来了全新的发展。为培养与临床接轨的专门人才，

我们将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与项目式教学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引入临床专业基础课教学中。

1　项目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在临床教学中的优势

项目式教学，是由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

教授，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概念。邦维尔在 90 年代将项目引入教

学的方法，并创造了“项目式学习”，又称基于问题的学习，项目

式学习是一种强调学习者自身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通过项目促

进学生探究、协作、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对常规

的教学课程进行补充。对于医学专业学生来说，该教学模式是以

案例、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讨论作为主要形式，在

授课教师的指引下，围绕某个医学技能点或具体病例诊治所需要

的知识点进行主动学习的过程，将理论与实际应用紧密联系在一

起。运用项目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迎合学生自

主学习的需求，将枯燥乏味的生理学理论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

例如人体血压形成和测量、机体血糖的调节，心电图的认读等。

项目式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过程，在翻转课堂的基础

上，学生利用授课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料和视频资源，在课外时间

完成相关知识的建构，记录疑问。课堂上，在授课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完成实践操作，解答疑问，归纳总结，并获得教师的针对性

指导。因此，使学生摆脱了被动学习的角色，能够自己掌控学习

时间和进度。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加快学习进度，获取更多的

拓展知识，而接受能力弱的学生可以放慢速度，反复学习，记录

笔记，两者在课堂讨论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这种新型教学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性化教学，有利于教学改革和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与孔子提倡的因材施教有异曲同工之妙[1]。

2　标准化病人的应用在临床医学专业教学中的优势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是指那些没有医学知

识或非医疗工作者，经过标准化和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现病

人临床症状、体征和病史的正常健康人。他们既是“病人”（模拟

病人），又是“评估者”（负责给学生打分），还是“教学指导员”

（负责指出学生的不足），被用于问诊技能、体格检查技能、医患

沟通技能等初级医师的培训和考核。

标准化病人在临床教学中充当教学辅导员或教师的角色，针

对学生在问诊的时候存在的问题和遗漏进行反馈，指出学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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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首先，标准化病人的引入克服了传统临床教学中缺乏针对性

病例的问题，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第二，通过在标准化化病

人身上练习，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以及相关的临

床技能，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思考能力，临床实践能力和问题

解决的能力，同时有利于学生人文素养培养，为学生今后与真正

的病人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打下基础；第三，标准化病人

作为教学评估者，能够公正的、客观的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并

能够进行反复的训练和考核[2]。

3　标准化病人融入项目式教学在生理学中的创新应用

生理学属于专业基础课，是研究机体生命活动现象及其功能

活动规律的科学，属于重要的桥梁学科，在医学和护理教育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生理学知识的理论性较强，实验实训项目

较多。将标准化病人通过项目式教学模式引入生理学教学中，实

现了基础和临床培训的同质性，教学病例的多样性以及可重复性。

生理学教学遵循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秉承基础性、综合性、创新

性这一层阶分明、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思路，构建了以基础为主，

注重临床过度，从模型训练→动物实验→标准化病人培训→真实

病人实习一体化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逐层深入，环环相扣。以

基本实践能力培养为立足点，通过高层次、综合性、设计性的实

验实践训练强化创新能力的培养。

通过山东某高校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某班级实践教学发现，

相当一部分学生在生理学课堂上缺乏积极性，还停留在被动接受

的传统教学模式里，缺乏主动探索和举一反三的精神。因此，任

课教师可以开展以生理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技能点串联的方式，

由点及面，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例如，糖尿病患者症

状描述、体位性低血压的症状描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病人严

重低血钾全身乏力下床时跌倒、输液过程中发生寒颤、高热、皮

疹等输液反应等等，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先抛出一个病例或案例，

学生围绕这一案例，带着疑问和问题学习，掌握基本知识之后，利

用标准化病人了解该知识技能点如何转化为临床诊断的依据。学

生利用多媒体、网络、虚拟仿真实验、临床案例、标准化病人来

帮助自己学习，提高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将标准化病人与项目式教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应用于临床专业

基础课教学方法改革中，既改变了传统的授课和评价方式，同时

也弥补了传统教学法缺乏逼真临床环境的不足。为构建集传授知

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的创新型教学模式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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