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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病理学教学质量，探索适合病理学实习生的个性化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病理实践能力和病理诊断意识，

特选取安丘市人民医院 2022—2023 年度病理科实习生进行试验，试验将课程按病理学习大纲顺序分为四个节段，每轮来病理

科的实习生均按顺序完成四个节段的学习。第一、三节段为实验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第二、四节段为对照组采用以实践为

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新方法。通过理论考试和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的考试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05），其学习兴趣、诊断分析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等均有大幅提高，提示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有助于

改善病理学实习教学效果，在病理学的实习教学中值得大力推广。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thology teaching, explore personalized teaching methods suitable for pathology 
interns, cultivate students’ pathological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diagnostic awareness, we have selected pathology interns from our 
hospital for the 2022-2023 academic year to conduct an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 divides the course into four sections in order of 
the	pathology	learning	outline,	and	each	round	of	interns	from	our	department	completes	the	four	sections	in	order.	The	first	and	third	
segments ar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second and fourth segments are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a	new	pathological	diagnosis	teaching	method	led	by	practice.	Analyz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theoretical	exam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s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diagnostic	analysis	ability,	and	practical	hands-on	a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ractice led teaching method of pathological diagnosis can help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athological internship teaching, and it is worth vigorously promoting in pathological internship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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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病理为医学之本，病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桥梁学科，

是认识人体各个系统疾病的基石。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病理学科也日益趋向于细化和精

准，这对医学生尤其是病理医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在

这种形势下，病理学作为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基础学科，使

医学生在医院的实习期学习变得尤为重要，为将理论课中千

变万化的图片、抽象的形态描述等理论知识与课后的实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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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为了提高病理学实习教学质量，在教学中应大力加强

对学生病理实践能力及临床诊断意识的培养。本次实验安丘

市人民医院病理科在 2022—2023 年度病理实习教学中特采

用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2 对象与方法
①教学对象为 2022—2023 年度安丘市人民医院病理科

实习生共 21 人。实习生均为全日制专科医学检验专业学生，

生源和年龄结构无明显差异。

②教学方法为了使教学效果具有可比性，每一阶段均由

相同教师授课，统一授课计划。首先按照病理课本大纲的编

排，将学习进度分为四个学习节段，为了兼顾教育的公平性，

我科病理实习生均按顺序进行一、二、三、四节段的学习。

入科后进行统一的流程培训（接收标本，编号，大体取材，

脱水，包埋，切片，染色，封片，显微镜下诊断，免疫组化

诊断等），熟知病理科从接收标本到病理诊断报告发出的全

过程及其详细步骤 [1]，突出重点和细节，强调工作态度和工

作责任。

第一，第三节段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为对照组。对照组

采取单纯性的传统理论教学方法。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和授课

计划从各相关病理章节的定义、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

等几个方面顺序开展教学，并按照教学大纲适时讲解大体标

本和相关切片，并要求学生课后及时复习记忆。

第二，第四节阶段采取创新教学法，为实验组。创新教

学方法如下：

①提前预习。②理论教学后进行规范性标本取材示教。

③系统规范性实践。④系统学习精心筛选的经典病理病例

库，并跟随带教老师进行初步的病理诊断工作。

每节段教学结束后，统一进行命题考试，考试题目均为

题库随机抽取。对学生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另外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学生的反馈意见。

3 结果
3.1 考试成绩

每一阶段考试后，实行流水阅卷，结果显示，实验组卷

面平均成绩为 76.06±12.21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5.15± 

15.24 分（P ＜ 0.05）。

3.2 问卷调查
为掌握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对比评价，教学结束后，

对每个学生均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

分学生认为创新学习方法对病理学的学习具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不仅令他们感到新鲜有趣，更激发了他

们对于病理学的学习热情，提升了他们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19 人，90.748%）。学生们认为，这种方法帮助他们更

深入地理解、记忆和掌握所学内容，进而提高了他们的考

试成绩（16 人，76.19.33%）。此外，学生们还表示，这种

学习方式能引导他们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情况相联系，

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临床思维和病理诊断能力（20 人，

95.24%）。

4 讨论
病理学作为医学基础形态学科，强调直观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目标不仅是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更是培养其临床诊断

能力。传统的病理实习教学方法往往是教师讲解大体标本和

切片，学生被动观察病变特点，这限制了他们的主动参与和

学习兴趣。为改善这一状况，我们尝试引入以实践为主导的

新型病理诊断教学方法。此方法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教

学效果，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发散思维。

4.1 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可明显改善

病理实习教学效果

4.1.1 引领学生主动学习
以往采取的传统教学法虽然能够引导学生逐步加深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但是课本知识很容易与临床脱节，不够形象

生动，一般需要学生死记硬背，容易影响其掌握知识的牢固

度。而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是在实习过程中自

己动手接触标本，直观认识病变，直到在显微镜下做出疾病

的诊断，这种直观学习方法能大大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有

非常强烈的新鲜感，不用老师特意引导，学生往往会主动提

出问题。同时临床标本与课本图片常常是有差别的，为了弄

懂这些差别，学生大都会主动翻阅本学科和相关学科资料。

此外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在思考分析具体病例的同时

和课本知识做了有效连接，学生在这种氛围下，容易进行自

主学习、预习和及时复习，实现其对实习过程中所学知识的

理解记忆和对已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4.1.2 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能力
实践导向的病理诊断教学方法让学生深刻理解病理学在

临床诊断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探究疾病发展的不同病理过程

和机制，学生能更好地理解临床诊疗的依据。这种方法鼓励

学生将病理学理论与临床实际情况相结合，培养他们主动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将使

学生能够真正运用所学，为未来的临床课程学习奠定坚实 

基础。

4.1.3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人类的疾病种类繁多，同一病种在不同的病人身上也是

各有差别的，比如同是肺腺癌，实际工作中又包括各种亚型，

如微乳头型、乳头型、腺泡型、贴壁型等，根据各亚型含量

多少又分为高、中、低分化，所以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很多不

同于课本的甚至病理医师都需要细心诊断的病例，这些病例

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就是在这样一个主动思考和参与的过

程中，学生发现现实工作中各个病例的不同，认识新的病例，

从新的病例中总结经验与不足，而我们医学的进步正是靠发

现不同、不断的创新才有了今天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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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很多疾病是系统性的，病理学科与临床的关系是密不可

分的，比如前列腺癌的患者，血清中的前列腺特异抗原会超

出正常值很多倍，我们在诊断这些疾病的同时，要不断联系

临床实际，如果出现临床表现与我们病理诊断的意见不符

时，不可轻易下结论，和临床充分沟通，充分联系临床实际

才能做出最终诊断。整个病理诊断的实践过程，更加加强了

学生对疾病整体的认识，从而由病理联系临床，在获得病理

诊断能力的同时，临床业务能力也得到整体巩固和提升。

4.2 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可提高教师

素质

4.2.1 重视病理病例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授课时，教师备课仅涉及病理大纲及

课本所设章节内容，比较局限。但在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

诊断教学法的创新方法授课过程中，教师教授内容不仅需要

囊括大纲要求章节以完成课堂基础讲解，还需要收集积累与

授课内容有关的病理经典病例，病例收集尽可能完整，比如

阑尾炎，包括慢性阑尾炎和急性阑尾炎，而急性阑尾炎又分

单纯性阑尾炎、化脓性阑尾炎和坏疽性阑尾炎；卵巢浆液性

肿瘤包括良性浆液性囊腺瘤、交界性浆液性肿瘤和恶性浆液

性乳头状癌等等，病理疾病种类繁多，人体各个系统基本均

有涉及，要教好学生，首先平时工作中注重收集典型病例并

及时整理 [2]，在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不仅梳理了教师的

教学工作，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经验积累。

4.2.2 注重实践教学方法的实施技巧
与纯理论教学相比，以实践为主导式的诊断教学法具有

生动、趣味的特点，但是，我们如果单纯认为，使用新的教

学方法就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病理学的兴趣和教学质量是不

足的。病理教学有许多的技巧，技巧的使用以及使用是否得

当，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病理课程的兴趣、积极性以及教学

效果。比如，有些教师喜欢在取材的时候联系临床，让学生

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些教师喜欢在显微镜下诊断时提

出问题，让学生找出与课本的不同之处，这些方法的运用要

求教师在平时就要注重教学经验的积累，联系自身实际，充

分结合病例实际，让理论结合实际得到恰到好处的升华，从

而营造一个积极而又热烈的课堂环境，进而使学生能在专注

和愉悦中逐步理清思路、巩固所学的知识。教师不仅关注课

堂教学，还定期进行学生教学效果评估。他们评估新教学方

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以及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核心知识。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更客观地评价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习进度。这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方式。

同时，教师重视学生的预习和复习指导。他们强调教科书基

础知识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任何教学方法的基础。只有扎实

的基础，新的教学方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基础与新教

学法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生的学习进步。

4.2.3 注重病理学教师自身素质的发展
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

临床教学经验，并有一定的临床知识储备，这促使教师不断

了解相关的基础学科（如组织胚胎学、系统解剖学等）和临

床学科（如外科学、妇产科学等）的知识，课前充分做好病

理病例设计，找出教学重点和难点，找好病理和临床结合的

切入点，合理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性学习，启发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同时以备全面正确地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病例相关问

题，这都会促使教师不断钻研教案，增加各科知识储备、提

高自身素质，做到教学相长 [3]，并不断在实践中改进自己的

教学方法。同时鼓励教师涉猎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

以便能更好的了解学生学习心理特点。

综上所述，以实践为主导式的病理诊断教学法强调以实

践为中心点，以病理基础大纲为基础，以病理临床诊断为目

的，创新性将书本知识和临床病理实习诊断工作融会贯通，

使得学生们更加懂得学以致用。创新性教学法不仅有利于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挖掘学生自主学习潜能，对培养和锻炼学

生临床诊断思维能力和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也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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