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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作为高职院校医学系的一门基础课程,是连接基础护理与临床护理的重要纽带,该门课

程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对培养医学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授课教师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创造适合学生

学习的教学方法,尝试推动案例导入法与任务驱动法两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案例导入—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形成并付诸教学实

践,实践结果表明,该种教学模式能够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教学效果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有所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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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根据教学目标,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临床

中一些典型的,真实的案例相结合,将学生置于特定的教学

情境中,通过学生与老师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进而能

够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改

变了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通过实施案例教学,不

仅可以引导学生更好的解决临床护理问题,强化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主动参与的能力,而且也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丰富教师的专业知识与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 终实现教学

相长。 

“任务驱动”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上的一种

教学模式,是近几年在基础医学课程中备受青睐的一种教学

方法。在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模式中,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目

标与任务,学生之间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进而完成目标,为

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教学模式能够让

学生主动学习,自己亲身体会个体能力在小组中的重要作

用。 

1.1 资料与方法 

选取我校2017级助产1,2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学

生均为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高

考成绩无显著差异,授课教材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年出版的《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第 1 版),同一授课教师

在两个不同的行政班级进行授课,授课内容为该教材第十八

章第二节内容《超敏反应》。 

1.2 调查方法 

所进行授课的2017级助产1班与2017级助产 2班分别

设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分别实施传统的教学模式(对照组)与

案例导入—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实验组),两个班各为 48 人,

通过中期测试,统计不同班级学生对该节内容的学习程度。 

1.3 实施步骤 

1.3.1 实验组 

采用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从《免疫学基础与

病原生物学》中选取第十八章内容,以超敏反应作为教学案

例,提前将资料发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收集信息。 

案例：患者,男,20 岁。因化脓性中耳炎,到医院肌注

青霉素钠盐 80 万 U,每日 2 次(皮试阴性)。3 日后病情不

见好转,改用氨苄青霉素,因青霉素族制剂均用青霉素钠

盐试敏,故未作皮试即肌注氨苄青霉素 1.0g。注后患者感

恶心、头晕,随即昏倒。并出现心跳加快、呼吸困难、四

肢发凉、意识不清。查:P120 次/min,BP70/50mmHg,考虑为

过敏性休克,立即皮下注射肾上腺素 0.5mg,并吸氧、保

温,10min 后患者发出呻吟、意识渐清,又静滴碳酸氢钠

100ml,30min 后再皮下注射肾上腺素 0.5mg,呼吸渐平稳。

2h 后症状基本消失。 

针对教学情景提出问题： 

(1)患者是什么病？ 

(2)患者病因是什么？ 

(3)如何进行正确的药物治疗？ 

(4)日常生活中,应如何进行防治？ 

引出学习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 8人,选定 1

名组长,小组为单位可以去图书馆或者网络搜查知识内容,

并且记下教师所提到要求,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方案。 

分组讨论,完成学习任务：在原有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并

且结合新的知识点,各组之间可以进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

做好相关内容的记录,在记录结束后各组自主安排一名成员

将记录的内容进行汇报。 

总结评价：针对学生之间的讨论与回答,教师 后对本

节课内容进行一个系统的归纳,表扬善于思考、积极发言的

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起到鼓励作用,在归纳过程

中教师针对教学重难点进行解析,并且解答学生自主学习后

仍然存在的疑惑。 

1.3.2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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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学大纲,提前让学生预习本节课内容,采用以教

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有步骤的进行教学授课。 

教师复习上节课内容 

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讲授超敏反应的定义,发病机制,熟

悉超敏反应临床上常见的疾病。 

总结评价。教师针对学生上课表现,表扬上课积极回答

问题的学生。 

1.3.3 观察指标 

针对这节课内容,采取书面考试的形式进行,题型包括

选择题、名词解释、病案分析,内容均来自所选章节,并对两

个班级得分情况进行比较。 

发放问卷调查并且当场回收,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 100

份,回收率为 100%。 

1.3.4 统计学分析 

对收集的测试成绩及教学评价采用 SPSS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p 小于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论 

2.1 一般情况调查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年龄和学年基础课平均成绩均无

统计学差异(见表 2.1)。生源地也无统计学差异(见表 2.2)。 

表 2.1  两组学生年龄、入学成绩比较 
分组 人数 年龄 基础课平均成绩

实验组 48 19.32+0.89 82.39+3.39

对照组 48 19.34+0.90 81.43+3.51

组间 t 值 0.070 1.074

p 值 0.934 0.094  
表 2.2  两组学生生源地比较 

分组 城市 农村 X2值 p 值

实验组 13(48) 35(48) 0.60 0.43

对照组 15(48) 33(48)  

2.2 测试结果的分析 

针对本节内容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表 2.3),传

统测试考试成绩为  分 73.38+9.10,实验组考试成绩为

80.90+6.30 分,实验组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明显具有统

计学差异。 

表 2.3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分组 考试成绩 t 值 p 值

实验组 80.90+6.30 -7.21 0.000

对照组 73.38+9.10  

2.3 教学方法问卷调查评价 

选取 5 个项目作为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指标,通过统计

学分析,明显实验组的评价结果高于对照组,说明该教学方

法更受学生的青睐,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表 2.4 两组学生对该教学方法的总体评价 

评价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X
2
值 p值

是 否 是 否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3 5 25 23 4.33 <0.05

通过多种渠道方式收集材料 37 8 27 21 4.25 <0.05

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 38 10 23 25 5.12 <0.05

能够提高学生沟通以及表达
能力

40 8 30 18 4.97 <0.05

能够促进学生课前预习，知

识外延，巩固复习情况

41 7 25 23 4.69 <0.05

 

3 讨论 

随着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生源组成越来越复杂,

生源质量也良莠不齐。然而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授为

主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学生为听讲

者和知识的接受者,学生完全处于一种被灌输知识的地位,

这一模式注重知识的传授,但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而且这种教学模式往往会使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尤其是对

于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会导致他们上课玩手机,上网,玩

游戏等等,在当下,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求。而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是重点强调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教师的角

色是指导者和推动者,学生扮演了积极参与者,是课堂学

习的主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使

学生学到的知识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多的能够应用

到临床实践中,进而将书本的知识学活,进而提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有

利于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储备,为将来的工作打下良好的

基础,本文将两种教学模式相互整合,抓住两种方法的精

髓,从而使学生更好的掌握该基础知识,并且能够应用到

临床实践中,有效的开发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可以作为

一个有效的教学方法。 

通过传统教学模式与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进

行探讨,并且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测试成绩进行比较,明

显发现实验组的测试成绩高于对照组,并且具有显著性差异,

这提示案例导入-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

动性、积极性,进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其结果也显示该教学方法能够明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而且也增加学生之间的交流。 

《免疫学基础与病原生物学》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也是

医学和医学类相关专业高职生的必修课程,是基础医学与临

床医学联系的纽带。但该类课程具有理论知识难理解、实践

操作性强的特点,在教学中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能动性,

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学生仅仅凭传统教学只能实现记

忆再现,难以将所学的知识真正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同时也

不能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学习资源。引入案例导入-任务驱

动式教学模式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快速有针对性的理解书

本的理论知识,临床病例的直观性可以使抽象的知识更容易

被理解,提高学生在新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领会和掌握,进而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从教学内容上看,该教学方法是适用

的。同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小组之间分工合作,互相讨论,

使得教学氛围处于活跃状态,这种氛围不仅能够创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同时也提高了学生之间的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

为走向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此外教师在该教学模式中也能

够不断提升自我,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不断接触新的教学案

例,学习新的知识,以提高教学能力与教学质量,进而提高教

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