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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思政教育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Cased-Based Learning, CBL)在肝胆外科临床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海军军医大学2018级72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化原则，分为研究组(采
用思政教育联合“CBL”教学法)和对照组(采用“CBL”教学法或传统临床教学法)进行分组教学。临床

教学结束后，通过理论考核成绩和问卷调查结果评估教学效果。结果：研究组客观理论考核成绩及主观

问卷调查结果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肝胆外科的临床教学中，思政教育

融入“CBL”教学法在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促进临床思维培养、锻炼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教学满意度等方面有显著效果，值得在临床教学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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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Case-Based Learning (CBL)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Method: A total of 72 stu-
dents in the 2018 grade of a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
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izati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research group (using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CBL” teaching method) and a control group (using 
“CBL” teaching method or traditional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 for group teaching. After the clini-
cal teaching is over, the teaching effect is evaluated through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objectiv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nd subjectiv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BL”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students’ master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stimulate learning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thinking, exercise teamwork ability, and improve teaching sa-
tisfaction. I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in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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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科学是一门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学科，而临床见习教学则是连接学生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

在现有外科学教学体系下，肝胆外科由于其解剖的复杂、内容的冗杂、思维的抽象等特点，一直以来都

是外科教学中的难点。既往的教学工作一直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1) 以“填鸭式”教学为主，该教学法

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接受，不利于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在对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习

主动性要求高的学科，该教学法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2) 临床课程繁多，教学课时有限，在短时间的临

床见习过程中，容易走马观花，难以全面掌握知识点，因此产生挫败感、挫折感，后续工作面对肝胆外

科会有畏难情绪[1]。3) 在当前医疗环境下，学生的临床见习难以深入参与临床工作，主人翁意识薄弱，

学习主动性较差，不利于整体的临床思维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如何在临床见习教学的过程中，既能注重

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专业知识的掌握，又能实现其人文素养、家国情怀的培育，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

目标[2]，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

个主渠道，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3]。在全国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思政教育融入肝胆外科临床见习教学，打破思政教

育“孤岛”格局，解决好专业教育与思政课程“两张皮”的问题十分必要[4] [5]。CBL 教学法(Cased-Based 
Learning)是以临床典型案例为基础，设计与其紧密相关的问题，在团队协作讨论下，通过启发与引导，

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掌握专业知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肝胆外科的临床见习教学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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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 教学，将思政教育融入具体的病例中，既能提高临床教学效果，又能发挥好价值引领的作用。本研

究探索思政教育联合“CBL”在肝胆外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对其教学效果做出分析评价。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海军军医大学 2018 级本科学生 108 人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一个研究组(36 人，采用思政教育联

合“CBL”教学法)和两个对照组(72 人，36 人采用传统临床教学法，36 人采用“CBL”教学法)，均由相

同教员分别进行肝胆外科的临床见习带教。 

2.2. 研究方法 

1) 分组三组学生均由相同带教老师教学，分别采用传统临床教学法、“CBL”教学法以及思政教育

联合“CBL”教学法的课程设计[6] [7] [8] [9] [10]。具体如下：传统临床教学法班级主要采用以教师讲，

学生听；教师示范，学生跟做；学生做，教师巡回指导为主的教学模式。CBL 教学班级要求学生课前自

学相关章节；课程开始时，教师引导学生自由组队，6 人为一组，每组推选一名责任心较强的组长；课

堂上给出案例分小组进行讨论，并根据学习课程的目标，由教师解答案例中出现的疑问，对相关章节

的内容进行巩固，并进行引导式反馈。思政教育联合“CBL”教学班级，除“CBL”教学法之外，根

据课程思政的要求，讲述吴孟超院士“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爱国报国的一生”伟大事迹[11] [12]，
充分挖掘思政元素，通过“远离亲人，辗转返国报国”的事例，培育学生家国情怀；通过“卧薪尝胆，

勇闯生命禁区”的事例，鼓励学生奋勇拼搏，攀登科技高峰；通过“功成名就后，依旧迎难而上，完

成高难手术”的事例，坚定学生不忘初心，坚守从医本心的信念。引导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提升教

学效果。见习教学结束后，按照教学大纲进行理论知识考核，考核结束后发放调查问卷，学生评价教学

效果。 
2) 测评工具理论考核内容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肝胆外科学专业知识设计理论考卷，对 2 组学生

分别进行闭卷考试，考试项目主要包括单项选择、名词解释、简答题及病例分析题。随后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对 3 组学生进行调查，内容涵盖学习兴趣与主动性、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临床思维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教学满意度五个方面，采用 10 点评分，共发放问卷 108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8 份。 
3) 统计学处理具体统计学处理方法如下：考核年龄、考核及分卷调查分数等连续性变量若符合正态

分布，以均值 ± 标准差方式呈现，若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方式呈现；学生性别等分类

变量以例数及百分比方式呈现。三组间连续性变量的差异性检验采用方差分析或 Kruskal-Wallis 检验，两

组间连续性变量采用 t 检验或 Kruskal-Wallis 检验；组间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s 精确检验。P < 
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所有数据均用 R 软件(版本号 4.1.1)完成。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研究共纳入 108 名学员，男生 96 人，女生 12 人，平均年龄 21 岁。其中，传统临床教学组 36 人，

男 31 人，女 5 名，平均年龄 21.0 岁；CBL 教学组 36 人，男 33 名，女 3 名，平均年龄 21.0 岁；思政教

育联合 CBL 教学组 36 人，其中男 32 名，女 4 名，平均年龄 21.1 岁。人口学资料详见表 1，三组之间性

别及年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学生均来自同一教班，前期学习课程完全相同。人口学资料详见表 1，
两组之间性别年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学生均来自同一教班，前期学习课程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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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difference test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差异检验 

指标 
全部组 传统临床 

教学组 CBL 组 思政教育 
联合 CBL 组 χ2/F 值 P 值 

(N = 108) (N = 36) (N = 36) (N=36) 

性别：     −0.352 0.755 

男 96 (88.9%) 31 (86.1%) 33 (91.7%) 32 (88.9%)   

女 12 (11.1%) 5 (13.9%) 3 (8.33%) 4 (11.1%)   

年龄，(M ± SD) 21.0 ± 0.41 21.0 ± 0.45 21.0 ± 0.38 21.1 ± 0.41 0.083 0.774 

缩写：CBL，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M，均值；SD，标准差。 

3.2. 两组学生理论考核成绩及调查问卷结果的比较 

1) 理论考核的比较思政教育联合 CBL 教学组和 CBL 教学组理论考核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思

政教育联合 CBL 教学组理论考核成绩均数高于 CBL 教学组，但统计学无明显差异。详见表 2。 
2) 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思政教育联合 CBL 教学组和 CBL 教学组相较传统教学法，可以有效激发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P < 0.001 和 P = 0.052)、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P = 0.002 和 P = 0.016)、促进临床

思维培养(P = 0.005 和 P = 0.04)，以及锻炼团队协作能力(P < 0.001 和 P = 0.038)。思政教育联合 CBL 教

学组和 CBL 教学组相比较，在学习兴趣与主动性(P = 0.041)、团队协作能力(P = 0.004)、教学满意度(P = 
0.091)方面，思政教育联合 CBL 教学组效果更佳，而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临床思维能力方面两组效果

相似(P = 0.529)。详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2. 研究组与对照组理论成绩及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 

指标 
全部组 传统临床 

教学组 CBL 组 思政教育 
联合 CBL 组 P 值* P 值** P 值*** 

(N = 108) (N = 36) (N = 36) (N = 36) 

理论成绩，(M ± SD) 77.8 ± 5.20 76.7 ± 4.56 78.9 ± 5.62 79.5 ± 4.93 0.048 0.015 0.641 

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6.50 (6~8) 6 (6~7) 7 (6~8) 8 (7~8) 0.052 <0.001 0.041 

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 7 (6~7) 6 (5~7) 7 (6~8) 7 (6.75~8) 0.016 0.002 0.529 

临床思维能力 7 (6~8) 6 (6~7) 7 (6~8) 7 (6.75~8) 0.04 0.005 0.552 

团队协作能力 5 (5~7) 5 (5~6) 6 (5~8) 8 (6~8.25) 0.038 <0.001 0.004 

教学满意度 7 (6~8) 7 (6~7.25) 7 (6~8) 8 (7~9) 0.227 0.003 0.091 

缩写：CBL，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M，均值；SD，标准差。注：*，指传统临床教学组与 CBL 组比较的 P 值；
**，指传统临床教学组与思政教育联合 CBL 组比较的 P 值；***，指 CBL 组与思政教育联合 CBL 组比较的 P 值。 

4. 讨论 

为探讨思政教育联合“CBL”教学法在肝胆外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本研究以海军军医大学 2018
级 72 名学员为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教学。结果表明，研究组客观理论考核成绩及主观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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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优于对照组，在肝胆外科的临床教学中，思政教育融入“CBL”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促进临床思维培养、锻炼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教学满意度。 
肝胆外科因其解剖复杂抽象、知识点繁多等特点，一直是外科见习的难点，传统见习教学中学生对

知识往往被动接受，积极性不高，且因为课程繁多，见习课匆匆而过，不利于知识的全面掌握和临床思

维能力的培养。CBL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它主要以临床案例为基础，发现相关的问题，由小组

内相互启发讨论问题。CBL 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老师负责组织、观察、指导以及提供相应帮助。典

型的案例可将疾病的发病机制与基础阶段所学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进行学习。CBL 教

学法具有真实性、典型性、灵活性，在医学生教育过程中应用广泛。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除医学

专业问题外，教学过程还会涉及医学人文、医学伦理、医患关系、国情和社情等理论和现实问题，梳理

这些问题背后的思想理论基础，其实与高等医学院校思想政治课程非常契合。因此，在 CBL 教学中引入

课程思政有着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根据肝胆外科临床见习教学的特点，联合思政教育和“CBL”教学法，改进教学方法，克

服了传统班级授课 + 床旁见习的一些难点。根据客观理论考核成绩及主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思政教

育联合“CBL”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促进临床思维培养、锻

炼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教学满意度。分析原因：首先，通过讲述吴孟超院士“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爱国报国的一生”伟大事迹，提高医学生职业荣誉感，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要我学”向

“我想学”转变，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学习之中。其次，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重视师生双向交流，

改变了既往“填鸭式”教学的困境[7]。学生团队协作，发挥组长带头作用，明确各个组员分工，在查阅

资料基础上，充分讨论、交流，教师发挥好引导、启发、归纳、答疑等作用，即提高了学生协作沟通能

力，又培养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无形的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与我们最终理论

考核成绩和问卷调查分析的结果具有一致性。最后，将思政教育与“CBL”教学法有机结合，既可以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将“课程思政”的要求“润物细无声”化入专业

课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家国情怀，提高职业荣誉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我国医疗事业储备合格人才。 

5. 结语 

在肝胆外科的临床教学中，思政教育融入“CBL”教学法可以有效激发学习主动性，帮助学生掌握

理论知识、促进临床思维培养、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值得在临床教学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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