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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转归规律和机制的科学, 具有理论性

强和内容抽象特点。传统的课堂教授模式学生感到难以理解、记忆困难，从而引起

教学效率和质量较其他基础课程低的问题。为适应新一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时代

发展要求，结合病理生理学专业特点，吸取国外一流大学的先进教学理念, 构建“以

学为中心”的病理生理学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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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首次提出“以学为中心”教育理念 [1]。随后，

巴尔和塔格（Barr＆Tagg）指出，“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是一场根本性变革，

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及构建知识、产生学习的过程、允许同学有不同的学习时

长、为学生提供成功的机会[2-3]。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当时这种理念遇到

了传统教学的阻力。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高等教育界达成“以学为中心”

的理论共识，。

病理生理学是医学专业课程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紧密连接基础与临床医

学的桥梁学科[4]。涉及到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化学、病原生物学等基础课程的

同时，还是后期学习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实验室诊断学等临床课程的基础。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一种灌输式教学，长此以往，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动力，也丧失

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病理生理学教学方式出现多元化[5-6]。如何

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满足个性化学生的不同需求，是课程设计的重点。我们在课程

设计之初，从“学”的角度考量课程，建立“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因此，本

文从病理生理学核心知识、学以致用、触类旁通三个角度构建“以学为中心”的课

程改革策略。

一、 制定高质量的核心知识学习目标



将需要理解并记忆的关键病理生理学术语、概念分为 2个级别：基础知识和进

阶知识。提前在网站发布相关预习信息和案例。课堂授课过程中，针对涉及到的相

关病理生理学以及已经学习过的基础知识点进行课堂提问和随堂测试，及时了解学

生对知识点的把握程度。涉及到后期临床课程等较多学科知识，归为进阶知识。

以休克为例，依据模块把休克内容分为常见的休克病因、发病机制、治疗原则。

其中，微循环的结构和调节是本章节的主线，围绕休克患者出现的不同临床表现，

分析微循环变化的机制是课程的核心内容，这部分需要学生提前预习，课堂时结合

实际病例进行知识的应用。课程中休克时机体代谢与功能变化的内容，涉及到进阶

知识，将同学分为 5人小组，提出各自的核心观点。挖掘出同学们对休克的困惑，

书本知识与实际临床的差异性，引导同学们思考差异的来源。这种形式的改变，将

会令课堂中的被动学习补充了大量主动学习活动，实现知识的“内化”，从而提高

学生对核心知识的掌握度。

二、 课程中学以致用的融合

学习病理生理学阶段的医学生接触临床的机会还很少，将新学习到的病理生理

学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相对欠缺。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设计中将相关的

临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数据展示出来，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所学的知识与机

体患病时出现的变化是密切相关。基于这些认识，引导学生尝试从病理生理学角度

入手进行疾病的干预。

在酸碱平紊乱的这一章，我们将典型病例的外周血常规、血生化、血气分析和

尿液检查的报告单展示给同学们。课堂中组织分组讨论，在化验单中寻找酸碱平衡

指标变化的蛛丝马迹，结合机体正常结构-病理生理学改变-临床表现的主轴，采用

拼图式合作方式共同解决预设专题的 1个或 2个知识点。鼓励他们通过已有的基本

知识去推理常见的各种类型酸碱平衡紊乱，希望找出针对简单疾病的应对措施。课

程中补充“学以致用”将利于同学不断地对自己进行评估和反馈，加深对核心知识

的理解。结合学生各自的经历，让学生对人体有深入的了解。

三、 课程中触类旁通的融合

病理生理学是多学科的桥梁，课程里不仅涉及解剖学、组胚学、生理学、药理

学，还有内科学、外科学、诊断学等知识。比如在讲解水肿这部分，在复习皮肤、



组织间液生成与回流等基本知识基础上，要掌握水肿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更重要的

是启发学生联系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出现水肿的机制是否一样。这两类

患者的病理生理学差异，会引起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发生怎样的改变。由此同学

会思考蚊虫叮咬后局部水肿的机制又是什么。皮肤下面会不会有气体聚集，气体又

是怎么进去的，与皮下水肿有哪些差异。在不停地思考中，学生的思维得到锻炼。

课堂中我们采用分组绘制思维导图的方式，让学生短时间内进行头脑风暴，倾听他

人意见弥补自己的不足，开阔思路的同时增强自信。

四、 学生对课程设计改革满意度调查表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三年级同学 147 人接受课程设计改革教学，随机选取 100 名

同学要求写出对教学模式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查结果显示 77%的同学非常赞同课

程改革，13%的同学喜欢传统授课方式，10%的同学两种方式都接受。教学效果方面

的赞同度达到 90%以上水平，如图 1所示。这为进一步推广“以学位中心”的课程

设计提供很好的依据。

调查项目

是 不确定 否

例数（%） 例数（%） 例数（%）

是否提高核心知识的

掌握

90 7 3

是否积极完成随堂测

试

100 0 0

是否提高学习兴趣 92 6 2

是否课堂中主动思考

问题

93 0 7

是否愿意师生互动 92 0 8

是否赞同教学模式改

革

77 10 13

五、 结语



即使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在我国普及小班课程教学还有诸多的制约条件，传

统的大课授课模式虽然有弊端但是并不能短期内被替代。因此，如何在传统课程中

加入“以学为中心”的理念，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上除了掌握核心知识外，改变他

们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是我们的教学改革目的。我们在课程设计

中有意识地进行学以致用和融会贯通的融合，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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