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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如何在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明确案例教学的作用及不同教学

模式的特点。方法 对连续4级共148名医学检验专业本科学生采用问卷星进行调研,分析在医学检验专业

英语课程中实施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并对比发散表演式(A模式)和分组讨论式(B模式)两种教学模式的特点。
 

结果 学生高度认可案例教学的必要性,B模式的评分更高(P<0.05)。A模式课前资料准备时长更长、参与

感更强、英语运用能力更强,B模式课前准备资料更多、专业知识巩固更多、个人总体收获更大(P<0.05)。结

论 案例教学在医学检验专业英语学习中具有积极作用,要结合发散表演式和分组讨论式两种模式的优点,进

一步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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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专业英语的教学以中、高级公共外语为基

础,与医学专业高度结合,其主要目的是使专业人员

能够以英语为工具,更好地进行医学交流及文献阅读

等活动[1-2]。翻转课堂作为近年来的新兴教学模式,
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更专

注于主动的和基于项目的学习[3]。案例教学是医学

教育中翻转课堂的重要模式,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主体[4],在巩固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并可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不同模式[5]。
医学检验是一门交叉学科,创新思维及问题意识的培

养尤为重要,更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专业英语

教学是医学检验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属于专门用途

英语
 

(ESP)的一个分支,而ESP的教学原则就是“材
料的真实性”“学生需求”和“以学生为中心”,案例教

学可以更好结合专业知识与英语知识,以培养学生应

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思维,但尚待探讨适

宜的教学模式[7-8]。因此,研究者实践了两种案例教

学模式,并进行问卷调研和分析,以期为该类课程教

学改革方案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

技术系自1988年建系起,一直开设为期1学年的医

学专业英语课程,并实施案例教学。自2018年起

(2014级)在该课程中设置了两种案例教学模式,分别

在春秋两学期由6名具有丰富案例教学经验的教师

指导学生完成。本研究对148名2014~2018级医学

检验专业本科学生就案例教学进行问卷星调研。
1.2 研究方法

1.2.1 案例选取 依据医学检验专业的主要方向,
设计生物化学检验、免疫学检验、微生物学检验、血液

学检验及输血检验共计6个方向的英文案例。
1.2.2 案例教学实施 每级学生随机分为6组,分6
个方向进行案例讨论。设置两种案例教学模式:一种

模式为发散表演式(A模式),首先学生根据指导教师

提供的病案提前准备和排练,然后在课上以全英文的

舞台表演形式展示问诊、诊断及治疗等案例内容,最
后由所有指导教师根据病案内容、英文表达、团队协

作、现场表现和氛围及时间控制等方面进行现场评

分。另一种模式为分组讨论式(B模式),学生按小组

进行案例随机选取和讨论内容准备,课堂上首先由指

导教师组织小组讨论,然后每组以英文PPT形式汇

报讨论内容,最后由所有指导教师根据现场评分,评
分标准同A模式。
1.2.3 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星发放问卷调查,涉及

内容包括案例教学的必要性、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教

学效果评价及其各自特点。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两种模式的教学效果评价和特点的对比分析

采用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中设置案例教学的必要

性 所有学生对案例教学在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

中的必要性进行评分(0~10分),54.1%的学生认为

案例教学极有必要(10分),43.2%的学生认为案例教

学很有必要(8~9分),表明学生高度认可案例教学的

必要性(平均9.16分)。
2.2 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评价 两种案例

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8.4,P<0.05),B模式的整体评价更好。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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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评价[n(%)]

等级 评分 A模式 B模式

特别好 10分 56(37.8) 68(45.9)

好 8~9分 52(35.1) 72(48.7)

一般 6~7分 24(16.2) 8(5.4)

非常差 <6分 16(10.8) 0(0.0)

2.3 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特点的对比 两种案例教学

模式特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6.4,P<
0.05),两种模式各有优势。见表2。

表2  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特点的对比[n(%)]

项目 A模式 B模式

课前准备时间更长 120(81.1) 28(19.9)

课前准备资料更多 48(32.4) 100(67.6)

学生参与感强 96(64.9) 52(35.1)

英语应用能力提升更大 84(56.8) 64(43.2)

专业知识巩固更多 12(8.1) 136(91.9)

个人总体收获更大 36(24.3) 112(75.7)

2.3.1 从课前准备角度探讨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特

点 课前资料准备有助于提高学生在讨论中的参与

度及讨论效率。在课前准备时长方面,约81.1%的学

生认为A模式的准备需要更多的时间,这可能与 A
模式更需要编排剧本和练习英语运用和表达有关;在
资料准备方面,67.6%的同学认为B模式课前准备资

料更多,需要检索更多专业文献资料。此外,在查阅

资料获取途径方面,学生查阅资料以教材、知网数据

库和万方数据库等中文资料为主,而英文文献资料则

较少,提示教学中还应强调英文文献检索能力,引导

学生查阅相关英文文献,进一步提升专业英语能力。
2.3.2 从学生参与感角度探讨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

特点 进行案例教学,主要目的是将学生引入一个特

定的真实情景中,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双向和多

向互动,达到启发思维、强化知识的目的,学生参与其

中是重中之重。调研结果显示,64.9%的学生认为A
模式具有更强的参与感,分析参与感主要体现在每个

人要参与课堂展示及角色扮演和互动,而B模式则主

要体现在课前资料准备和小组讨论方面。
2.3.3 从学习收获角度探讨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特

点 让学生有所收获是案例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

从英语应用能力提升、专业知识巩固和个人整体收获

方面对比两种案例教学模式的特点,调研结果显示,
从提升英语运用能力角度,56.8%的学生认为A模式

更佳,特别是在口语运用能力方面提升很大;从专业

知识巩固角度,91.9%的学生认为B模式更佳,能深

入学习了案例的各个知识点;从个人整体学习收获角

度,75.7%的学生认为B模式更佳,在提升案例分析

能力上更有优势。

3 讨  论

  医学专业英语是医学本科教育的必修课,已成为

教育工作者的共识[1,10]。扎实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是

医务工作者适应未来挑战应具备的重要技能[10-11]。
现阶段,医学专业英语教学也应也从读和写转化为听

说读写的全面发展,而进行英文案例教学,是提升专

业英语应用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10],可以给予学生实

战机会,提升学生对于医学专业英语的认知及应用能

力。通过案例教学,还可以开阔学生视野,鼓励学生

思考,便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将学生

由被机械灌输的对象转化为积极的思考者,并尝试用

已经学到的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去解决临床问

题[12-15]。选择何种案例教学模式,以更好发挥案例教

学的优势,达到更优的教学效果,也是医学检验专业

英语教学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高度认可案例教学在医学

检验专业英语教学中必要性,但两种模式又各有优

势:发散表演式更有利于英语能力提升,同学们现场

参与感更强,但课前准备时间较长;而分组讨论式则

更有利与学生查找专业资料及专业知识的巩固和学

习,虽然课前查找资料相对较多,但前期准备相对容

易,在学生中接受度更高,个人感觉总体收获更大。
此外,通过对准备资料具体情况的调研发现,学生英

文文献阅读能力尚有不足,还需要鼓励学生多阅读高

质量英文文献,增加更多英语能力运用和实践机会,
并促进获取更多专业前沿进展。

此外,通过此次调研,研究者对案例教学模式的

改进进行了思考:首先,应加强案例库的建设,案例是

案例教学成功实施的基础,是教学的起点,因此建立

和健全案例库对病案教学至关重要,应兼具针对性、
时代性和启发性[13,16]。其次,应调动学生积极思考能

力,少部分学生开始可能不适应案例教学法,出现参

与程度不够[17],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此采取了以下

方式引导学生,改进教学效果:(1)加强课前准备,要
求学生课前预习案例资料,寻找案例情境中相关问

题,并检索文献,储备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英语知识;
(2)增加参与感,引导学生“扮演病案角色”,体验案例

内容,挖掘临床问题,此为本课程特有的教学模式;
(3)激发学习兴趣,把案例教学评分纳入课程考核体

系,激发学生掌握学习目标,增加学习积极性[18-19];
(4)课后总结分析,学生客观评价课程体验,梳理学习

经验和不足,找出个人收获差距,提出尚有待改进的

方面[20]。
总之,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

学是必要的,可依据案例情况灵活选择教学模式,并
注意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引导,在提高学生专业英

语应用能力同时让其专业知识得到巩固,从而提升课

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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