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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器官系统整合病理实习课中，针对本校教改临床专业学生采用“角色互换”的授课方法，尝试让

学生走上讲台，教师辅助，让学生转变角色和定位，成为课堂的主导，成为学习的主角，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和知识整合能力，以推进我校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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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organ system integration pathology practice, for the school educational reform, 
the teaching method of “role exchange” was used for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Mudanjiang Medical College. We tried to let students on the platform and teachers assist. And at 
the same time, let students change their roles and positioning, to becom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lassroom,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this 
way, we can promote the reform of our education methods and teaching methods with “stu-
dent-centered”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as the mai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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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病理学是一门特殊的基础医学课程，它的魅力在于自身知识体系就具有整合性，涉及解剖学、生理

学、组织胚胎学、病理生理学和细胞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由这些基础学科延展到临床学科，如内科学、

外科学及法医学等，所以把病理学比作本科教学中“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性学科”是非常恰

当的。当今临床上病理诊断技术飞速发展，就要求医学院校在病理教学的教学模式上与时俱进，病理学

的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都要迎合临床的发展速度，向学生展示医学的日新月异，同时激发他们作为医者

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角色互换”的宗旨是要改变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培养方式。

理念上由教学过渡到培养，这也是角色互换教学法的精髓所在。具体方式就是学生走上讲台扮演教师

的角色，学生的角度由“被动听讲”转变为“主动说讲”，从而激发学生创造力和积极性，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角色互换”这种教学模式非常适合在小班教学中开展，而病理实验课正是小班授课，

一个班级 30 人，每节课学时长为 4 学时。实验课程内容包括宏观(大体标本认知)和微观(切片认知)相
结合，在认识到疾病的本质后，再结合相关疾病设计案例讨论部分，让学生真正达到宏观与微观、基

础与临床的融会贯通。病理实验课是展示病理形态改变和疾病理论联系最重要的平台，而这正巧与我

校正在进行的“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改项目不期而合，所以本研究将“角色互换”这种学习方法

运用到病理实习课中，选用 2018 年新入学的教改生作为研究对象，以学生的期末病理考试成绩评定教

学效果开展本项研究，具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8 年 9 月笔者所在学校入学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60 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小范围教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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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其中女生 35 名，男生 25 名，年龄 18~21 岁，平均(19.3 ± 0.1)岁。将 60 名学生随机分为对照组

与实验组，每组 30 名，所有学生均经过高考入学成绩的统计，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入学成绩等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2.2.1. 对照组：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育模式 
具体教学方法如下：教师按照大纲要求内容，带教指导学生为主。首先，教师对本次课涉及的实习

切片内容进行讲解，教会学生辨认切片中的病变，学生随后根据教师指导通过显微镜进行实践，教师在

旁指导。再由教师指认大体标本中的标本，引导学生将镜下病变和脏器中病变结合，最后由教师进行课

后总结。 

2.2.2. 实验组：采用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方式，教师以听讲和引导为主 
具体教学方法如下：1) 课前学生要对本次课程内容进行提前预习。例如心血管系统实验课前，学生

要对心血管解剖、生理、组培知识进行预习。2) 学生在对心血管系统病理知识全面掌握后，自行总结出

切片中病变形态变化，这一步需要综合教材、实习指导和图片资源，最考验学生的综合能力。3) 学生结

合心血管病例在实习课上进行实践讲解。4) 教师对学生表现进行总结，对学生带教过程中的亮点和存在

的问题给出鼓励和肯定。5) 学生总结自己对于角色转换实践的体会。6) 教师对心血管系统知识做最后总

结梳理。 

2.3. 成效评定标准 

期末考试时对两组学生进行综合性测试，形式是笔试、现场口头作答和实际案例分析。成绩分为三

个等级：不及格(60 分以下)，良好(60~85 分)，优秀(85~100)。 

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多组间比较

采用 F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两组学生综合测评得分情况 

两组学生经过半年学习后测评结果如下，实验组组优秀率 > 对照组优秀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5.18, 
P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scores, learning interest and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实验成绩、学习兴趣及满意率比较 

组别 测验成绩(%) 上课满意率(%) 对本次实验课的兴趣(%) 

 不及格 及格 优良 优秀 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满意 很满意 没兴趣 兴趣不大 一般 很有兴趣 

对照组
(n = 30) 0 12 71.9 16.1 0 0 59 41 0 0 5.9 94.1 

实验组
(n = 30) 7 27.5 53.4 12.1 0 6.7 70 23.3 2.3 6.7 5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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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笔者所在院校是一所普通医学高等学校，生源造成学生本身学习主动性和能力都处于平常水平，而

决定学习成效最重要的就是自身内驱力，所以如何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就成为了教学者

永恒的课题，这也是笔者从教多年一直追寻的答案。同时，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对知识的认知及接

受程度都在转变[1]，这给教学者提出更多新的课题。尽管笔者绞尽脑汁变换讲述的方式和方法，但是病

理理论 35 学时的教学过程下来，学生难免还是会产生审美疲劳和抵触。而且这种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效

果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教师的教学天赋、人格魅力、执教年限、对工作的责任心以及对学生的

爱心等。这种传统的老师在讲台上讲述以及考核方式的单一，使得学生在病理学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失去

积极性[2] [3]，更有甚者是对医学失去兴趣。 
“角色互换”是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的一种教学方法[4] [5]。教师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做指导和点评，而是以学生身份参与提问，引导学生

去思考，最后以讨论的方式做课堂总结，以学生结业成绩作为这次研究的标准。 
笔者认为，教学研究本身也可以说是教学尝试，在“角色互换”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随

时互换，相学相长。而本研究宗旨立足于不额外增加学生学习形式上和环节的负担，调动学生学习参与

感，让他们敢说话、敢讨论。器官系统整合的教学模式改革的目的是改变学生对于疾病的认知角度，从

而达到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和掌握疾病，但这种方式还不足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所以本研究将角

色互换与器官系统整合结合在一起，在病理实验课这种小规模的教学模块中开展观察学生的学习效果。 
经过半学期的实验，根据测验成绩及问卷查结果(表 1)，实验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的实验组学生的测验

成绩(知识掌握程度)、提高学习兴趣方面与传统教学的对照组都有明显的差别(P < 0.05)，实验组同学要

明显好于对照组同学。实验组上课满意率达到 100%，其中“很满意”的同学占 41%，激发学生实验课热

情方面实验组也远超过对照组(100%：91%)。实验组中对实验课“很有兴趣”同学的比例为 94.1%，这说

明“角色互换”的教学方法在病理实验教学方面的尝试是成功的，同学们体会到了成就感，也达到了自

我提升，自然就很认可这种教学模式，喜欢以“师生角色互换”这种教学模式来为自己授课。 
教学是互动的、活动的，所以角色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角色互换”教学平台上教师对学生

的认可与鼓励将成为学生学习最大的动力，师生建立了充分的相互信任和依赖，学生敢于挑战和尝试，

把自己的思路和想法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所学疾病有了透彻和清晰的认识。更可喜的是，很多

同学在这个过程中对以后的学医之路有了更清晰的规划和认识，计划考研深造的学生达到 80%，并对研

究生的专业和生活充满向往。 
总结本次研究成果，“角色互换”教学研究的实践唤醒了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再结合学生对医学的

敬畏和踏实的积极学习态度，将为他们未来成为合格的卫生工作人员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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