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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结合情景模式教学在《局部解剖学》病例分析环节

的教学效果研究 
孙丽丽  杲  云（通讯作者）  夏  芫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651700) 

摘要：目的：探讨和评价翻特课堂结合情景模式批学在《局部解制学》病例分析环节中的教学效果。方法：选取本院 2019 级临床专业学生

200 名，分为两个班级教学，100 名为传统普通教学模式进行，100 名为翻转课堂教学结合情景模式教学，在一个学期的教学之后，通过以

学生考试成绩和问卷调查为研究对象，针对成绩和教学反馈做统计学分析，发现采用情景模式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成绩明显

高与传统授课班级，通过发放问卷调查也发现学生对情景模式教学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更加喜欢和接受。 

 

《局部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的形态结构特征的一门学科，

主要阐述人体各部结构、器官结构的形态特点、位置和比邻关系，

隶属于生物科学的形态学范畴，是我院临床医学专业、影像技术学

专业学生学习的一门必修基础主干课程，是临床医学和影像诊断学

科的重要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在我院临床、影像专业开设的《局部解剖学》的相应章节后，

均设置有案例分析，旨在让学生在准确把握解剖学理论知识的基础

上，能够利用解剖学知识分析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临床

表现等；同时，在案例分析的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不断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环节占期末总

评一定的比重。 

以往的教学中，该环节主要是以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

进行，而传统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和

积极性，缺少创新精神、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明显与我们

的医学生培养目标相矛盾，在近来的教学中，我们的学生也逐渐表

现出学习不理想，参与度、积极性差等问题，通过对学生的访问中、

对问题的反思中发现，低年级学生缺乏相应的临床实践经验，对疾

病诊疗流程比较陌生，无临床思维，同时，对知识的整合能力较差，

导致对该门课程产生厌学情绪，影响教学效果，不利于医学生的培

养。 

基于教学中出现的种种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在《局部解剖学》

案例分析翻转课堂的实施方案中，通过精选课后具有代表性的病

例，以学生为主体，把课堂交给学生，通过课后充分精心的准备，

让学生以病例为载体，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创设场景，完成整个案

例分析的完整解析，最后以影像资料记录整个分析过程，通过实验

课现场放映观看的形式让学生学习，再由任课教师针对情况做更正

和总结。达到让学生能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并体现基础知识的

临床应用，同时兼顾引导学生，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素

质的目的。 

在我院开展的《局部解剖学》教学中翻转课堂教学中，教师精

心挑选了教材后经典案例，8 个章节中共选取 20 个病例，其中，头

面部（包括面神经麻痹、三叉神经痛），共 2 个病例，颈部（气管

切开术、甲状腺功能亢进等），共 3 个病例，胸部（乳腺癌、肺脓

肿等），共 3 个病例，腹部（阑尾炎等）4 个病例，盆部会阴部（尿

道球破裂等）3 个病例，四肢（腕管综合征、踝管综合征等）3 个

病例，脊柱（腰椎间盘突出）2 个病例。在理论课和实验课后，学

生以分组的形式，根据所学知识对案例进行情景还原，具体体现救

病的发生、发展、后期治疗，以及对于相关病例的研究进展，在场

景表演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展现各个角色的心理心态、医务人员的

职业素养，力求将思政内容尽可能融入其中，做到对思政知识的深

入理解，从而达到育人目的。最后，还要解答病例分析中的各个问

题，以上的所有过程，都刻录成碟，于实验课时，放映观看，并对

视频质量进行评价和打分，上传学院网站，供学生自主学习。在学

期末，结合学生的考试成绩问卷分析对该种教学改革方法进行总结

和反思，以便在以后的教学中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参考。 

1. 研究对象和实施方案 

1.1 研究对象 

从本院 2019 级临床专业学生随机选 2 个班共 200 名为研究对

象。前 100 名为传统普通教学，后 100 名为翻转课堂教学结合情景

模式教学。 

1.2 教学改革实施 

1.2.1 开展课前活动（1)挑选病例分析材料 根据与局部解剖学

知识的联系，筛选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发放给学生，推荐相关学习

平台给学生做知识扩展和补充。（2)分组分工 以小组为单位，小组

负责人合理分工，完成查阅资料、制作 PPT、场景表演、主讲、拍

摄录制、加工剪辑等工作。（3)学生自主制作微视频 于课下完成病

例所反映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演绎，最后，

由小组主讲人对病例分析中所提知识进行完整解析，以上的整个表

演、演讲过程以影像资料的形式记录，后期反复加工剪辑，力求拍

摄出画面效果清晰，表演生动得当、演讲环节大方自信，整个过程

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视频资料。 

1.2.2 组织课堂活动（1)放映观看 学生带上自己准备好的影像

资料到教室放映，所有学生一起观看．（2)探讨分析质量、效果、内

容进行与学生进行探讨与总结，并给予评分。以此达到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培养理临床思维模式。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目的。 

1.2.3 课后分析（1)问卷调查 课后，向学生发放问卷调查，了

解学生对该门课程改革的态度和意见建议，通过学生的反馈，教师

适时的对教学方案作出调整，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2)

期末成绩分析不同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会有一定的影

响，通过统计学分析，对比改革班与非改革班的期末成绩。 

1.2.4 存档上传 对于优秀的微视频资料，上传学院网站，以作

为学生学习的资料。 

2.观察指标 

(1)考试成绩对比与分析：将实验组和对比组的平时成绩（占比

10%)、实验成绩（占比 20%)期中成绩（占比 30%)、期末成绩（占

比 40%)、总评成绩进行统计。（2)词卷调查：学期末向学生发放调

查问卷，了解学生对教学改革的态度，相关教学效果的反馈，具体

内容包括，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自我学习能力的变化，学习兴趣和

思维模式的培养情况。 

3.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0 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4.结果 

（1)考核成绩: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结合情景模式教学的学生其

平时成绩、期中成绩、期末成绩、总成绩均高于实施传统普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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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实验成绩，且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两班学生考核成绩比较（x±s） 

组别 n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其中成绩 期末成绩 总成绩 

翻转+

情景教

学 

100 92.25±4.35 
88.36±

3.77 

89.65±

3.65 

87.25±

2.24 

88.69±

2.14 

传统教

学 
100 80.56±5.33 

75.21±

3.34 

73.06±

4.65 

80.77±

5.31 

77.77±

4.69 

t  11.178% 22.137 16.223 16.449 22.521 

p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2）教学反馈:翻转课堂教学结合情景模式教学的反馈效果更

好，即各项评分均显著高于传统普通教学（p＜0.05），见表 2 

表 2 两班学生教学结果反馈情况比较（x±s） 

组别 n 基础知识掌握 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兴趣

培养 

思维模式培

养 

翻转+

情景教

学 

100 92.12±6.36 93.33±5.27 
94.04±

2.26 
94.17±3.33 

传统教

学 
100 86.65±2.25 82.04±4.69 

80.14±

5.65 
81.01±6.39 

t  8.108 16.003 22.84 18.264 

p  0.000 0.000 0.000 0.000 

5.结果观察： 

通过以上课程的设计和安排，结合学生考试成绩，以及向学生

发放的问卷调查，对认课教师进行访谈，明显发现： 

（1）更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进行，解剖学的学科性质较为枯

燥，且内容繁多，通过翻转课堂，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有利于提高学

生学习兴趣，利于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2）提高课堂效率，通过将大班级拆分为小班，最后以小班

为单位进行病例分析翻转课堂的方式，最大程度保证了病例的覆盖

面。 

(3)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病例分析部分的翻转课堂需在小

组成员的配合、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完成， 更能培养学生团结协作

的精神。 

(4)注重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调动学生主动创造性和积极

性，提升学生理论联系临床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模式。通

过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还原和分析，学生更能体会医务工作者的

工作，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临床思维模式的方式， 开拓视野， 学会

全面地分析和理解问题，为以后的医务工作打下基础。 

(5)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病例分析的翻转课堂形式不仅能够动员

大部分学生参与其中， 还能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以及为了解决

问题而收集信息、查阅资料的能力，有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

通过对相关信息收集汇总，积极发言，通过课堂讨论分析，不仅对

相关的解剖专业知识得到巩固，而且培养其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6)有助于师生双方共同进步，提高教学水平，案例对教师的综

合素质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先查阅资料准备案例，提出问题，还要

思考在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以及针对学生的不同回

答做好引导，不仅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 还要有丰

富的临床知识和机敏的应变能力，通过不断地锻炼， 教师的自身

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提升。 

6.讨论 

《局部解剖学》是临床医学重要的基础学科，其教学目的不是

死记硬背其中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能把所学知识和临床相联系，

能够利用解剖学知识解释临床问题。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解剖学

就没有医学”，可见该门课程对医学生的重要性。（1）对学生来说 以

往的教学往往是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然而对于这样一门内容极多

而复杂的学科来说，很多同学的学习热情也会随着被动接受而消耗

殆净，基础知识得不到掌握和利用，临床思维模式也不知晓，无法

和临床病例相互联系，书本知识得不到应用，这是传统教学模式凸

显的弊端。近几年来，伴随着这一问题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教

学者也试着去探讨发现各种可行的教学方法，希望能够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增加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同时，能够培养

学生的临床思维模式。而基于病例分析的翻转课堂结合情景模式下

的解剖学改革，主张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以下事项：收集资料，

以场景还原的形式把案例呈现出来，在该过程中体现了医生、患者、

患者家属三者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临床中的相关知识，最后由学

生代表对案例作总结分析，以上的整个过程都拍摄录制成碟，于上

课时间在课堂上放映即可。该方法动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整个环节具有趣味性，拍摄录制的过程也锻炼了学生的多媒体

应用能力，最重要的是通过场景还原，学生身临其境，能最大程度

理解临床，此过程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模式，直接带到教室放映，

此举也很好的利用课堂时间，影像资料可反复观看，给学生提供了

非常生动和更具针对性的资料。（2）对教师来说  以掌握课本内容

为目的的教学，严重制约了教师的思维和发展，而以病例分析、情

景模式教学为背景的翻转课堂教学，教师的教学重心必然存在转

移，学生按照要求，查阅大量了资料，加上临床专业的学生对其他

科目知识的了解，必然会涉及到相关学科知识，以及大量临床知识

的联系，一个只研究解剖学的教师无法解答学生在这一过程当中涉

及到的大部分临床专业问题，这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更高标准

的要求，需要临床教师具有开放的视野、扎实的专业知识、对前沿

进展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有效把握课堂，引导学生，发

现并及时解决问题，保证课堂教学高效有序地进行。教学是一个主

体与客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能提高教学双方的教学

模式都值得一试。 

基于病例分析的翻转课堂教学结合情景模式教学不仅极大的

动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升了学习的兴趣，更重要的培养了学

生的临床思维模式，能够灵活的把理论知识用于临床实践，同时，

通过情景还原，学生提前了解临床工作，帮助理解和正确处理医患

关系，这些都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时对教师的综

合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促进教师不断学习和提升，故新的教学方法

确实能更好的服务于教学双方，达到提高教学双方的目的。 

7.建议 

通过我们的教学改革设计，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帮

助学生对解剖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加强班级团结协作精神的养

成，自助学习能力明显提升。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还会去发掘探

索新方法，充分动员和发挥学生参与其中，增加趣味性，对于医学

生来说，如何在低年级建立临床思维，培养临床思维模式始终是教

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不仅仅是解剖学课程，在其他医学基础

课程和临床课程中，翻转课堂结合情景模式的教学方法也将带来不

一样的教学体验和效果。在广大教师队伍的不断参与和探索中，相

信越来越多的新方法、新模式会出现，培养医学生解剖学课程的兴

趣和临床思维不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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