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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内科临床实习中的运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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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案例教学（case based learning，CBL）法在内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88名临床本

科生分 2组：研究组 45名，采用 CBL教学法；对照组 43名，采用传统教学法．采用考试及问卷调查的方法进

行评价．结果 CBL组学生对知识掌握明显好于对照组．结论 CBL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内科临床教学质量，极大

地提升了实习生的学习兴趣和临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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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se Based Learning（CBL） method in clinical practice of

internal medicine. Methods 88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CBL teaching group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as introduc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while CBL teaching method

was carried out in the other. The test paper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in both groups. Result The students

in CBL teaching group mastered internal medicine knowledge better than the other group. Conclusion CBL

teaching mode helps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internal medical in clinical practice，and the intern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can be greatly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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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 （clinical case method，CBL） 于

1920 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提出并应用于商业管理的实践．到 1980

年代引入到师资培育领域，1986年美国卡内基小

组（Carnegie task force） 提出“准备就绪的国家：

二十一世纪的教师” （A Nation prepared:teachers

for the 2lst century）的报告书中，特别推荐 CBL在

师资培育课程的运用，而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教

学模式，并且已在国外医学院校付诸实施并获良

好的效果 [1，2]．国内教育界于 1990 年代开始研究

CBL，逐步探索并进行尝试[3，4]．将 CBL 引入内科

临床实习阶段，是对现行传统的临床教学模式的

一种有意义的革新．CBL是指经过精心选择的疾

病案例，通过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自主学习，

从而让学生系统掌握临床医学理论知识、熟练临

床基本技能和逻辑思维方法的一种教学方法．笔
者将 CBL教学引入临床内科教学中，并与传统教

学法进行比较和分析，探讨 CBL在内科临床教学

中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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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选择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院 5年

制本科内科组临床实习学生 88名，随机分为传统

教学组 43名，CBL教学组 45名．

1.2 方法

1.2.1 CBL教学法 精选和编写临床医疗案例是

实施 CBL教学法的前提和基础，医疗案例质量的

要求是目标明确，主题突出，涵盖 80%以上的知

识点．因而在病例选择时，结合内科临床教学的

特点，参照以下标准[5]: （1）选择常见多发病；（2）

疾病的症状、体征具有启发性、典型；（3）学生

运用所学的相关知识，经过思考能初步做出判断；

（4）诊疗过程较为详实；（5）疾病的临床表现、

病理生理改变是病例的重点内容．根据以上标
准，选择了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胃溃疡等典

型临床病例．

利用内科教研室规定的生产实习学生定期小

班制病例讨论授课时间上课，课前布置学生预习

并查询病例资料．教学过程以典型疾病为主线，

配合多媒体播放相关影像资料，并设计相关知识

点的问题，让学生互动，感受疾病特征、自己观

察、思考、分析和讨论得出正确的结论．

1.2.2 传统教学法 依据教学大纲，选出典型疾

病临床病例并写出教案，根据教科书的顺序进行

病例讲解，配合多媒体教学视频，以教师讲解、

学生接受为主．

1.3 教学评价

教学效果采用 2组临床生产实习学生内科出科

考试成绩比较，通过考查内科内容的单选题（满

分 30分）、多选题（满分 20分）、简答题（满分

20分），以及病案分析题（满分 30分）比较 2组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采用问卷调查的形

式， 了解学生对传统教学法与 CBL 教学法的评

价，发给 88名入选学生调查表，收回 88份，回

收率为 100%．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处理，理论考试

成绩比较采用 检验;调查结果满意度采用χ2检

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学生对所学知识点掌握情况的比较

通过学生内科生产实习完后的考试成绩，由表

1结果可以看出，CBL教学法优于传统教学法理论

考试成绩表现为总分，以及多选题和病例分析题

有显著性差异，后 2项成绩反映的是学生的横向

思维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 ＜0.05）；而反映学生

单纯的记忆能力，单选题及简答题未部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0.05），见表 1．

2.2 2种教学法问卷满意度评价

经过对学生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CBL 教学

法，80.0%的学生认为提高对临床疾病的认识；

77.8%的学生增加对所学内容知识点的理解；
80.0%的学生认为能提高了学习自觉性；88.9%的

学生认为教学趣味性强；80.0%的学生认为提高了

自学能力；91.1%的学生愿意接受 CBL教学模式．

而传统教学组学生的对传统教学方法满意度多为

50%～60%均低于参加 CBL教学法的学生的满意度

（＜0.05， ＜0.01），见表 2．

组 别 单选题（30分） 多选题（20分） 简答题 （20分） 病例分析题 （30分） 总分（100分）

传统教学组 23.2±2.52 14.93±1.70 15.79±1.49 21.44±2.90 75.44±5.31

CBL组 23.78±2.88 16.60±1.16* 16.07±1.47 27.53±8.41* 82.78±3.54*

与传统教学组比较，* ＜0.05.

表 1 CBL组和传统教学组出科理论考试成绩（x±s）
Tab. 1 The departmental rotation theoretical test results in CBL group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x±s）

3 讨论

内科临床生产实习是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临

床教学过程，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

解，巩固已经学到的理论知识，而且通过理论联

系实际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临床思维能力，从而训

练熟练的临床诊治能力．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充分发

挥临床教学作用，配合当前医学教育改革形势，对

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进行恰当调

整，需要教师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等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转变，培养出基本功扎实、

工作能力强的应用型、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已成

为内科教师必须探索的问题．笔者对医学高等院校

的临床医学生培养模式进行不断探索和研究，其中

已采用了问题讨论式的教学模式 （Problem－

discussing teaching’s methods） [6]，该教学方法主要

是以老师提出的临床问题作为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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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传统教学组 （n＝43） CBL教学组（n＝45）

χ2

满意 其他 满意 其他

对该教学方式满意 22(51.2) 21(48.8) 35(77.8)* 10(22.2) 6.83 0.010

提高对疾病的认识 22(51.2) 23(53.5) 36(80.0)** 9(20.0) 10.66 0.001

增强知识点理解 18(41.9) 25(58.1) 35(77.8)** 10(22.2) 11.84 0.001

提高学习效率 21(48.8) 22(51.2) 38(84.4)** 7(15.6) 12.62 0.000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19(44.2) 24(55.8) 42(93.3)** 3(6.7) 24.97 0.000

提高学习自觉性 23(53.5) 20(46.5) 39(86.7)** 6(13.3) 11.63 0.001

提高学习兴趣 16(37.2) 27(62.8) 40(88.9)** 5(11.1) 25.34 0.000

提高自学能力 19(44.2) 24(55.8) 36(80.0)** 9(20.0) 12.03 0.001

是否愿意接受 18(41.9) 25(58.1) 41(91.1)** 4(8.9) 24.14 0.000

备注：其他包括中性和不满意，与传统教学组百分率比较，* ＜0.05，** ＜0.01．

表 2 CBL和传统教学法教学质量学生评价表［n（%）］

Tab. 2 The student's evaluation on teaching quality of CBL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n（%）］

为手段，并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实施的临床教学过

程，相比较于“灌注式”的传统教学模式有明显

优势；而近年兴起的 CBL教学法应用于医学临床

也具有先进性．CBL教学法的优点是围绕特定培

训的目标把实际中真实的事例加以典型化处理，

形成供学生思考分析和做出决断的案例，以口头

及书面形式表达出来，通过独立研究和相互讨论

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探索改进内科临床教学，将 CBL教学法又引
入内科的教学实践中．CBL 教学以病例为中心，

利用图片、视频等资料引导式、启发式提出问

题，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比如先床旁看入选典型的风湿性

心脏病二尖瓣狭窄病例，着重临床症状和体征，

如二尖瓣面容，呼吸困难，咯血等，配合心脏杂

音的录音资料，胸部 X线片及超声心动图，使学

生对该病有感性认识，然后通过设置的问题（如

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呼吸困难，咯血；如何阐明胸

部 X线及超声心动异常变化）由学生解答和讨论，

逐步引导学生运用学到的生理、解剖、病理生理

知识解释这些临床表现，再结合教材内容的讲解，

使学生对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有全面的了解

和掌握，并由此推理出治疗措施．在此过程中，

也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与归纳总结的能力，锻炼

了学生的临床思维及表达能力，激励学生求知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
本研究通过对临床学生实习内容知识的考试

显示， CBL教学在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与理解在

横向思维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方面较传统教学法

有明显优势，表明 CBL教学改善了内科临床教学

的效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CBL教学增强对所学

内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了临床疾病的认识、改

善了自学能力，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明显的优

势;尤其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学生更容易接

受， 持认可态度．但该教学法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如学习耗时延长，要求学生课前花费一定时

间复习理论知识; 对教师素质及责任心要求较高

等．调查中也发现，传统教学法在学生和教师的思

想观念上根深蒂固，少数教师认为 CBL教学法费

时、费力;也有部分学生认为案例教学的病例数太

少．总之，研究显示 CBL教学与老师惯用的“灌注

式”的传统教学法相比更能从临床表现与病理生理

相结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果，尤其训练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值得推广；但

也有不足之处，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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