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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案例导向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在心脏瓣膜疾病超声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方法：

将我校2018级中西医结合甲乙班的80名学生根据学号末位数字的单双数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学生采用C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师带徒”模式进行教学，三个月后进行成绩考

核、教学满意度、教学效果评价比较。结果：观察组在成绩考核中理论成绩、技能成绩、总成绩得分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观察组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两组综合能力、教学效果评价中，仅在医患沟通能力方面，对照组稍高于观察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在理论知识、超声思维能力、操作技能、报告书写方面，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结论：案例导向教学法在心脏瓣膜病的超声教学实践中有较好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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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ase-based learning (CBL)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ul-
trasound in heart valve diseases. Methods: Eighty students in the class A and B of Chinese and West-
ern medicine in 2018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last 
digit of the school number. Th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aught by CBL teaching 
mode, while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by the traditional “teacher-apprentice” 
mode, and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were 
compared after three months.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scores, skills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1).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Two groups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evalua-
tion of teaching effect, only in terms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while 
in theory knowledge, ultrasonic thinking ability and operation skills, report writing,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1). Conclu-
sion: The case-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has good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practice of ultrasound 
teaching in heart valv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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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脏超声是以心脏病理生理学和解剖学为基础，应用超声图像结合血流动力学变化展示人体心血管

系统的正常或病变特点，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客观依据[1]。当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心脏瓣膜病

的超声教学主要分为理论与实践教学两部分，其中实践教学部分对专业基础及操作能力要求较高[2]。作

为三级甲等教学医院，我院多年来承担着中医药大学各专业学科超声实践的教学任务，但是传统的教学

方式效果不理想，导致学生在实践结束后仍无法掌握常见心脏瓣膜疾病的超声诊断。基于案例导向的

(CBL)教学模式[3]是教师充分利用我院医学影像存储和传输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
tem, PACS)将临床病例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用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对病例进行综合分析，使学

生的超声综合能力达到融合和提高。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将我校 2018 级中西医结合甲乙班的 80 名学生根据学号末位数字的单双数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学生采用 CBL 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师带徒”模式进行教学，三个月后进行成

绩考核、教学满意度、教学效果评价。研究对象资料如下：观察组共 40 名学生，男 18 名，女 22 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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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24.37 ± 3.96)岁；对照组共 40 名学生，男性 16 名，女性 24 名，平均年龄(23.65 ± 3.13)岁；两组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基础教育素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 > 0.05)。  

2.2. 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跟教师即“师带徒”的模式进行教学；学生观摩教师上机操作，教师根据实习

大纲要求，定期给学生进行小讲课。观察组学生采用 CBL 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具体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

骤：第一步课前准备 实习前一周要求学生复习相关知识，如心脏解剖学、心脏病理生理学和心脏超声的

各个标准切面等，让学生熟悉教学内容。教师利用我院现有的 PACS 系统，课前制作教案，选取典型病

例，紧扣相关知识点和临床实际，设计教案。例如教师依据主动脉瓣狭窄的典型病例特点提出讨论主题(主
动脉瓣狭窄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主动脉瓣狭窄的超声表现表现有哪些，如何分级？疾病可能导致哪些心

脏结构变化？后期如何治疗？等等)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查阅文献后获得主动脉瓣狭窄相关的知识；第二

部讨论前准备 教师选取实际病例从接诊入手，先询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并通过 PACS 系统调阅该患

者的相关临床资料，随后进行超声检查、图像分析、存储静态动态图像资料于 PACS 系统并出具检查报

告。第三部分讨论 检查后引导学生重复观看存储的视频，关键切面逐帧回放，让学生就提出的问题进行

集中讨论，教师再设置多种鉴别诊断，启发学生自主思考；第四部分总结反馈 教师结合患者实际，梳理

主动脉瓣狭窄的超声诊断思路，对与诊断最密切相关的知识点予以补充并对其余三个瓣膜(二尖瓣、三尖

瓣、肺动脉瓣)的病变进行拓展和总结。  

2.3. 观察指标 

2.3.1. 成绩考核 
在超声科实习结束后，对参加的两组学生进行考核，包括：1) 理论知识考核：采用主、客观题型进

行测试，满分 100。2) 上机操作考核：随机选取临床疑诊主动脉瓣狭窄，需行心脏彩超检查的患者，两

组学生进行上机考核，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核项目(核对患者姓名及检查项目；设定检查模式；根据患者

个体情况调整仪器参数；规范扫查，留图清晰、完整；得出结论)，并书写一份完整的超声检查报告单；

技能考核由两位具有教学资质的带教医师进行评分，取平均分计入成绩，满分 100 分。 

2.3.2. 教学满意度调查  
学习结束后采用匿名方式由实习学生对教学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满意度计算方式：本组满意学生

数占本组总学生数的百分比。  

2.3.3. 教学效果评价  
学习结束后由实习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在综合能力培养方面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理论知识、上机操作、报告书写、超声思维、医患沟通。  

2.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相应的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示，满意度以率(%)表示，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以 P < 0.05 时，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成绩考核的比较   

观察组理论知识成绩、操作技能成绩、报告书写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0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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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教学满意度调查比较 

观察组对教学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见图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tage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 s) (n = 40) 
表 1. 两组阶段考核成绩比较( x  ± s)分(n = 40) 

组别 理论测试 上机操作 报告书写 总成绩 

观察组 34.52 ± 3.33 24.08 ± 3.10 24.02 ± 3.61 82.62 ± 5.30 

对照组 31.11 ± 4.45 21.53 ± 4.48 20.77 ± 3.81 73.41 ± 7.92 

t 值 3.02 3.63 2.51 5.2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Figure 1.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ultrasonic teaching effect of students in CBL group 
图 1. CBL 教学组教学满意度评价 

3.3. 两组在临床综合能力方面教学效果评价 

比较两组临床综合能力教学效果评价中，仅医患沟通能力方面，对照组稍高于观察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而在理论知识、超声思维、上机操作、报告书写方面，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4. 讨论  

案例导向教学法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所提出，后被引入了医学教学

过程[4]。教学模式是教师将临床病例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利用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对病例进行

分析，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其理论依据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理

论和学习迁移理论[5]。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通过对信息传输和自我感受进行信息编码，形

成自己的理解[6]。所谓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案例教学，是学生通过生动的问题情境认知过程，进

6.63%

10.97%

41.48%

37.92%

非常好(9-10分) 很不好(0-2分) 基本可以(6-8分) 基本可以(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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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识结构、思维结构的建构[7]。在瓣膜病的实践教学中通过调动原有的理论知识，结合具体的诊疗场

景，学生通过新旧知识的互动实现疾病模式的构建。在本研究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用心设计教学案

例，学生通过紧密结合病例，对包括超声声像图在内的临床信息进行深入挖掘，构建出主动脉瓣狭窄的

基本诊断思路，提炼出鉴别诊断的关键点。CBL 教学组在 PACS 系统的基础上，教师预先设计好病例，

根据主动脉瓣狭窄的临床表现结合心脏超声的血流动力学特点，按照主动脉瓣狭窄的超声诊断四步法即

二维超声瓣叶增厚、瓣口缩小→彩色多普勒表现为瓣口血流加速→频谱多普勒测值达到狭窄诊断标准，

再结合血流动力学特点，对病变进行分级，逐步引导学生思考该病引起心脏结构改变，严重导致心衰的

原因，并进行相关知识点的回顾，使学生在正式接触患者前，对瓣膜病的超声诊断已经有清晰的建构。 
人本主义理论认为，每个个体都有明显的求知欲望，个体通过不断满足求知欲，从而使自我潜能得

到实现。经验表明，当认知主体对所学知识感兴趣，意识到其价值和意义，对所学材料进行深入分析、

提出问题、查找答案，从中体验快乐，才能培养出持续有效的学习动机。在本研究的课前准备环节，教

师通过课前制作教案，选取主动脉瓣狭窄的典型病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查阅文献后获得主动脉瓣狭

窄相关的知识。如老年患者，既往有风湿病史，体格检查发现患者颈静脉怒张，下肢浮肿，心脏听诊主

动脉瓣区收缩期粗糙收缩期喷射样杂音。教师就此引导学生通过已知的病症，推测患者可能患有何种疾

病？会出现的怎样的心脏结构及血流动力学改变？讨论环节，患者检查结束后教师采用 CBL 教学方法引

导学生重复观看存储的视频，关键切面逐帧回放，让学生就提出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增强了学生掌握

超声医学知识在实际运用中的方法，拉进了与实践的距离，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还培养了其查阅文献、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研究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总成绩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同时，观察组的教学满意度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进一步验证了基于人本主义理论的 CBL 教学法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激发学习热情。 
学习迁移是心理学范畴概念，学习迁移的实质是学习者利用已有认知结构，对学习内容进行分析、

概括，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是一种揭示新旧学习共同本质的过程，是知识经验之间相互影响

和重构同化的过程[8]。心脏瓣膜疾病的教学内容具有涉及面广，内容繁杂，信息量大且课时数有限的特

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习迁移理论，首先选取主动脉瓣狭窄的典型病例进行分析，按照主动脉瓣

狭窄的超声诊断四步法结合临床资料特点，引导学生思考该病的超声诊断步骤，以此为契机，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理解其他三个瓣膜(主动脉瓣、三尖瓣及肺动脉瓣)的诊断方法，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中更全面

的地掌握心血管知识，拓展了超声思维，提高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研究以中医院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不同角度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心脏瓣

膜疾病的超声教学内容；通过预习及课堂讨论多个环节，为学生提供一种宽松的教学氛围，促进学生深

层次地掌握所学知识；通过实施案例教学法，增加师生之间的沟通，让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协调并

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这将成为未来教学转型和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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