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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法医病理学国家精品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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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品课程是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是衡量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标杆之一，精品课程建设在高等医学教学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医病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法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法医

病理学教材中部分内容单调、枯燥，在教学中紧靠教材上知识，很难调动起学生的热情。传统教学方法虽然可以系统讲解基本理

论知识，但属灌输式教学，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培养学生的思维。采用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理论联系实践，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组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了法医病理学教学质量，值得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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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Forensic Pathology
Teaching of National Level Excellent Course*

The excellent course is important content of college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benchmark measure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xcellent course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undergraduate medical teaching work .Forensic Pathology is an applied medicine and the main course of
forensic medicine. As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forensic pathology are monotonous and boring, it is difficult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by the textbook knowledge. Althoug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can systematically teach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it is the irrigative teaching method, 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play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students and cultivate the students'

thinking.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 is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of students and linking up theory with practice.It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cultivate the practice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forensic pathology, which is worth applying and recom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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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是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

革工程的重要内容，是衡量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

量的标杆之一[1,2]，必需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

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是彰显学校整体办

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凭借以教学创新实践为基础、以教学

体系建设为中心，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在激烈的评比中，2007

年度获得国家精品课程称号。

法医病理学( Forensic Pathology)是研究与法律有关的伤、

残、病、死及死后变化发生发展的应用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目

的是为暴力性案件的侦查或审判提供医学证据，运用相关的医

学专业知识解决有关暴力性和非暴力性死亡的死亡征象、死亡

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时间、死亡地点、个人识别以及致伤物推

断和确定的一门学科[3]。法医病理学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使

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形成科学的逻辑

思维能力，毕业后能够胜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社会鉴定机

构及保险等部门鉴定工作，为侦查犯罪、起诉、审理案件以及社

会保险等提供证据，并为医学卫生法提供医学资料。

传统高校教学方法是教师在讲台上“讲”、“授”、“解”，学生

在讲台下“接”、“受”、“听”，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记录并认真理

解教师讲授的重点与难点。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处于被动状

态，无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工

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法医病理学教材中部分内容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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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在教学中紧靠教材上知识和一些幻灯片，很难调动起学

生的热情。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让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成为

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4]。因此，为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激发学生对法医病理学的学习兴趣，提高法医病理学教学质

量，培养高层次的实践能力强的法医学人才，我们在国家精品

课程建设的工作中，做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认为案例教学

法在法医病理学教学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1 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1969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神经病学 Barrows教授首

创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法，随后针对临床医学的

专业特点，结合 PBL教育理念发展出一种旨在提升医学生临床

思维的全新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 case- based teaching method)，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以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自主学习、分析实践能力、双向交流能力，让学生尝试在分

析具体问题中独立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是案例教学活动中的

主体，教师通过提供案例，组织学生阅读案例资料并开展讨论，

提出问题或者解答问题，进行总结而达到教学目的[5-7]。案例教

学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在法医病理学国家精品

课程建设的基础上，依据“以案例教学为中心”的思路，积极探

索在法医病理学理论及实验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8]。法医病理学的特点决定了大量案例的形成，且案

例具有真实性、多样性、客观性和生动性特点。

2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2.1 案例的选择
案例的选择是案例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首先选取案例时

要符合教学目的、体现教学内容。每一个案例的选择都应该按

教学大纲要求，反映本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保证教学有

效、有序地进行，我们编写了与理论课各章节对应的图文并茂

的案例，能体现法医病理学特点和鉴定内容。我们选择的案例

主要来源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公安局的真实案例，案

例编写时精选相关现场照片、尸体解剖照片、部分显微照片及

完整的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并附有相应的思考题。除了涉及单

个章节知识的案例之外，还有大量涉及多个章节知识的综合性

案例，从而使各章节知识通过案例教学相互融会贯通。其次选

择多样化尸体解剖示教案例，高校司法鉴定中心从事的鉴定主

要是医疗纠纷案例的鉴定，通过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合作，使尸

体解剖示教案例由单一的医疗纠纷案例增加到其它种类的案

例，如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烧死、电击死等多种类型案例，

极大地丰富了教学资源。可以使学生将尸体解剖、大体观察和

显微观察所见相互联系学习，有助于学生完整学习法医病理鉴

定的全过程，引起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主动的去思考，逐步培

养学生动脑思考的习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再次案例难易度要与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相适应。案例

太难，学生因知识储备量和能力不足无从下手，无法参与课堂

讨论，只能消极等待课堂上老师的灌输，丧失了参与的兴趣。反

之，案例过易，信息量过少，过程简单，这不仅达不到教学目标，

也会降低学生对案例教学的参与兴趣[9]。

2.2 案例的引入
案例的引入可以在理论和实验教学中分别进行，根据教学

大纲结合教学内容，教师选择合适的案例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引

入案例，理论教学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课前布置，一

般在上课前一到两周，就把案例材料布置给学生，让学生阅读

案例材料，查阅指定的资料和读物，搜集必要的信息，并积极地

思索，初步形成关于案例中的问题的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然

后上课时利用新课知识解决案例中的问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质量。第二，课前导入，在导课时先

引出案例，并依据教学内容具体问题导入新课，在授课过程中

逐一利用新课的知识解决问题，第二，课中导入，在教师的教学

过程中，根据学生听讲和师生交流情况，随时穿插与所讲授的

理论知识有关的案例分析，以启发学生思考，促进师生互动，活

跃课堂气氛，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第三，理论课结束后引

入，在一堂课的理论教学内容完成后，留出 10-20分钟时间，选

择典型的案例让学生利用本节所学的知识去进行案例分析来

对本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其目的是检查学生对

单元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单元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第四，课后作业，把案例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让学生

课后进行思考和分析，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解决的能力[10,11]。

法医病理学是法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实验教学在法医病

理学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2]。我们实验教学进行了以案

例教学为中心的法医病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第一，教学过程中

增加案例教学时间，保证每次实验课进行一个综合性案例教

学，案例教学形式主要以小组讨论、分组辨认为主。由于实验课

教学时间在理论课教学之后，在实验课中进行这类综合性案例

教学其时间安排上比较合理。第二，实验教学增加了尸体解剖

示教案例，由公安局法医、带教老师及学生共同直接参与现场

勘验、尸体解剖，最后带教老师及学生共同完成系统组织切片

观察及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制作。每位学生在实验课上可以踊

跃发言、讨论、辨认自己参与案例的观点和意见。学生对示教案

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种生动、具体和形象的，学生印象深刻，取

得十分好的教学效果。

2.3 案例的讨论
案例式教学应以学生为讨论的主体，教师是引导者，教师

应该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各个小

组派出自己的代表，发表本小组对于案例的分析和处理意见。

发言时间一般应该控制在 10分钟以内，发言完毕之后发言人

要接受其他小组成员的讯问并作出解释，此时本小组的其他成

员可以代替发言人回答问题。老师可以提出几个意见比较集中

的问题和处理方式，组织各个小组对这些问题和处理方式进行

重点讨论。这样做就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方案的合理解决上

来。案例的讨论的方式可以选用点名提问、个人自由发言、小组

讨论、分组辨认等形式，以促进学生对问题的认识和对知识的

理解。在案例讨论中，要求学生从鉴定人的角度出发，认真分析

案例，独立思考并作出鉴定结论。

2.4 概括总结

讨论结束后，由教师进行归纳讲评，点评每一组学生在讨

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注意事项。完整准确地概括本次案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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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涉及的知识要点，补充遗漏之处，理清案例分析的思维脉络，

使所学的知识完整确切，最后提供案情分析和鉴定结论供学生

参考。

3 案例教学法在法医病理教学中的作用

3.1 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

案例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真实性． 由于教学内容是具

体的实例，加之采用是形象、直观、生动的形式．给人以身临其

境之感，易于学习和理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

生们可以各抒己见，将被动的学习转化为主动的学习，从“要我

学”转变为“我要学”，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课程安排真实案例尸

体解剖示教 3-6次，然后对其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学生感觉印

象深刻，容易理解和记忆，取得十分好的教学效果。

3.2 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和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可以较快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是法医学专业学生实习的前提和基

础，但多数学生刚进入实习时，自觉头绪繁杂，无从下手。案例

教学通过展现一些真实的典型案例，让学生进入案例情景，分

析、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缩短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医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锻炼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

3.3 促进教学中师生互动
案例教学通过群体的互动，形成较为完善的方案以解决问

题。案例教学法中教师和学生都参与教学，实现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学习热情并积极

参与课堂问题的讨论中，活跃课堂气氛，加强了学生交流与合

作意识[9]。

3.4 能够实现教学相长

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案例教学要求提高教师的课堂设计、管理、协调能力和总

结概括能力[10]。教师不仅是教师而且也是学生。一方面，教师是

整个教学的主导者，掌握着教学进程，引导学生思考、组织讨论

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另一方面，在教学中通过共同研讨．不但可

以发现自己的弱点，而且从学生那里可以了解到大量感性材料。

3.5 能够集思广益

教师在课堂上不是“独唱”，而是和大家一起讨论思考，学

生在课堂上也不是忙于记笔记，而是共同探讨问题。由于调动

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容易开阔思路，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4 案例教学法的展望

当前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传统的教

学方式已不再适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是一种“法医实践→基
础→法医实践”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正是法医学生所应具备
的一种模式。因此案例教学法也越来越多的得到法医学教育工

作者的认可，随着未来教学改革的不断探索与完善，相信案例

教学法必将是未来法医学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案例教学法

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案例教学是以案例教

学为中心，案例教学一定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时间要

严格控制，不然易造成理论与案例脱节；（2）研究和编制一个好

的案例，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案例的选择要有针

对性，难易程度适当 [13]；（3）提前布置案例给学生，教师对学生

的督导十分重要；（4）编写一个有效的案例需要有技能和经验，

所以要注重对授课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培养[14,15]。（5）教学

效果需要通过案例式考试（期中考试以案例分析考试、期末考

试加一道案例分析题）或者问卷调查来评估。

总之，在法医病理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是一种理论联系

实践、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必将是未来法医学教育的重要方

法之一，值得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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