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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医学教育理念已发生了深刻变

革，新形势下，医学院校被迫摒弃以往单纯依靠教师

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方式。口腔医学是一门专

业性、实践性很强而且内容又相对枯燥的学科［1］。当

前，根据新的医学模式对医生的要求，培养医学生

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

医学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是

将以病例为导向的教学方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2］。任务驱动

式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变传统的被动接受的方

式，而以活泼的就诊情景来产生一系列学习任务，促

使学生主动学习并思考完成任务。本研究拟将任务

驱动式模式与病例导入式教学方法有机融合，并在口

腔医学教学中加以尝试，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

自主性和学习热情，以及获取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探索任务驱动的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在口腔

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

一、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的实施

（一）考察对象和内容

为考察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在口腔医

学教学中的教学成效，我们挑选本科五年级临床实

习学生30人，选择适合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教

学章节，寻找典型病例并精心设置该章节的任务情

景。要求教师根据大纲内容及要求，将相关疾病的

基础知识、发病特点、临床诊断、治疗原则、治疗并

发症等内容融入情景式的病例。可以根据教学大

纲的要求设计不同难易程度的问题，同时要求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查阅该病例国内外最新治疗进展等

相关资料。

（二）病例导入

采用 PBL与 CBL相结合的自学讨论式授课方

式，由教师确定 PBL的病案，根据临床真实病例的

诊治过程有针对性地设计一系列临床问题。为了

增加病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可以适当添加一些故

事情节，还可以引出一系列人文、社会、风俗生活习

惯等其他相关的社会知识［3］。教师在挑选病案时，

要把握好问题的难易度及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确定病案提出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对病案病情进行分析和讲解。学

生每3~4人一组分配病案并提出问题。在教师引导

下，每组学生自学讨论病例，通过学生自己的临床

观察、查阅文献、向教师请教等途径对病案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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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作出初步诊治及治疗计划。教师每周固定进

行病例总结讲座，对本周所选病案进行病例分析，

对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归纳，对学生存在的

问题进行讲解及总结，启发学生进一步理解病案，

做到病例与教学内容相融合，使学生加深对学习内

容的印象及理解。每周课后，学生整理好本次学习

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作为作业上交并评分，计

入学期末考核。

（三）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实例

建立任务：在唾液腺肿瘤中有种常见的良性肿

瘤——Warthin瘤，通过病例导入掌握该病的致病因

素、发病特点、临床表现、鉴别诊断、治疗原则、手术

方法、术后并发症及其原因。

病例导入：老王今年65岁，平时有一个嗜好，喜

欢抽烟，一天至少抽1包，抽了三十多年的烟。半年

前，老王洗脸时无意中发现自己左侧耳垂下方有个蚕

豆大的小包块，不痛不痒，以为是个淋巴结，就没有在

意，有时因为牙疼口服消炎药以后腮帮子上的包块还

变小了点。老王开始谁也没告诉，而且因为他本身就

胖，也看不出来。近期老王无意中又摸了摸包块，发

现明显长大了，感觉不对，就赶紧去医院看医生。（引

导问题：老王的生活方式有什么问题？老王为何会忽

略自己的疾病？该疾病的病程中有什么特点？）

老王到了口腔医院，医生在他脸上触诊后，又

看了看嘴里，最后给老王开了住院通知单。病历：

左侧耳垂下极可触及2.5 cm×2.0 cm×1.5 cm大小的

肿块，无压痛，质地中等，有活动度；右侧颌后窝内

同样可触及直径约 1.5 cm 大小肿物，无痛，无压

痛。口腔内检查双侧腮腺导管口未见红肿，挤压腺

体可见少许清亮液流出，双侧咽侧未见明显膨隆。

（引导问题：老王的病是什么器官的问题？诊断是

什么？还需要进行哪些辅助检查？需要和哪些疾

病进行鉴别？医生为何要检查口内？）

老王住院后接受了双侧腮腺区的手术，手术后

老王感觉左侧眼睛有些闭合不全，口角也有些歪

斜，右侧正常。住了几天院后戴了一个特殊的很紧

的帽子回家了，并被嘱咐清淡饮食、按期复诊。（引

导问题：术后为何会有眼睛闭合不全和口角歪斜，

为何要在双侧腮腺区加压？）

老王康复以后慢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也令他

很苦恼的问题，就是吃饭时一个劲地冒汗，有时闻

闻饭菜的味道都会流汗，左侧面部潮红。（引导问

题：老王为何会出现吃饭时出汗这个问题，具体机

制是什么，怎么样在手术中预防？）

二、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法成效

在实施了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后，发现通

过对临床病例的探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大大

提高，临床教学质量得到了提升。教学中，教师以

临床真实病例为线索，通过分组讨论激发了学生的

求知欲。学生通过自行查阅相关文献拓展了专业

视野，深入理解了理论知识并提高了实践操作技

能。同时，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也

得到了增强。

学生完成任务后，采用问卷调查考察任务驱动

病例导入式教学法的教学成效。共发放问卷50份，

回收 50份。问卷调查从学习兴趣、创新精神、团队

合作、学习主动性等十个方面进行，评价的内容包

括：是否已理解、掌握、熟练应用新知识；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同学间互相协作的能力；创新的能力

等［3］。结果发现在十个方面的教学效果成效显著的

比例最高（表1）。

三、讨 论

课堂教学的组织是一堂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

素。能否将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常常取

决于课堂教学的组织策略［4-5］。学生的学习能力、认

知水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采用任务

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以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的方式

来组织课堂，能让每位学生都更好地参与到课程活

动中，体验收获的乐趣［6-7］。

20世纪70年代，问题导向教学法逐渐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发展。这种方法将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

结合起来，给学生更多的独立思考机会，大大提高

了学生的主动性。在临床医学教育方面，问题导向

教学法衍生出了病例导向式教学法［8］。病例导向式

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

法，旨在帮助医学生形成有效的临床思维习惯，做

到学以致用和触类旁通［9］。病例导向式教学法在口

腔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已有报道［10］，本研究旨在

探讨以任务驱动的形式将病例导向式教学法应用

于口腔理论课的教学。

在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中，要处理好师生

之间的角色关系。这一教学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就是促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目标的趋动下自己

问卷内容
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创新精神
激发自主学习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培养综合分析能力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提升临床实践能力
培养科研素养
新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新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应用

成效显著
45
41
46
42
44
46
48
37
42
35

略有成效
05
07
04
04
05
04
02
10
05
10

成效不明显
0
2
0
4
1
0
0
3
3
5

表1 教学效果调查问卷表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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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学习，从而达到知识掌握和技能培养的目的。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只

是起主导作用。学生是任务的主人，也是任务的最

终完成者，而教师是任务的提出者，应引导学生实

践并完成任务，而不能代替学生完成。

O’Neill 等［11］认为，把临床病例分析与理论学

习结合起来，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效率。通

过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的实际应用和问卷调

查，发现这种教学方法能明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自主学习潜能，显著提升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并培养了团队协作

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学生不仅能

够充分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有些学生更能将新知

识灵活应用，举一反三。还有过半数的学生都认为

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能够培养其科研素养，实

现部分早期科研训练，如文献查找、综述等。学生

在这种新模式下能获得更具有实用性的知识，教

师也可以根据反馈信息迅速调整教学方案。

在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教学的实际操作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12-13］，例如教师人手不足，典型病

例收集和整理不够，课时数量有限等。此外，由

于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理论水平有限的学

生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可能不能充分发挥学习

积极性，甚至积极性被抑制，效果反而不及传统

教学模式。但是总体而言，任务驱动病例导入式

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其学习积极

性，更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

养。在这种新模式下，学生将获得更具有实用性

的知识，教师也可以根据反馈信息迅速调整教学

方案，实现教学相长。因此，任务驱动病例导入

式教学法能够提高口腔医学的教学质量，值得在

口腔医学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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