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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案例教学和翻转课堂的高职高专《病理学——肝硬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通过文

献调研深入了解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和设计原则，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实地调研选择云南医药健康

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传统讲课模式和翻转课堂的方式进行教学，并进

行课堂观察和成绩分析。同时开展了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态度和评价。通过多种

方法的应用，全面了解研究对象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评价。研究结果显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病理学

——肝硬化》课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然而，也存在一

些问题和挑战，如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课堂互动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因此，本研究为基于案例教学

和翻转课堂的高职高专《病理学——肝硬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参考，为教学实践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病理学》，教学模式改革，肝硬化，高职高专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Pathology—Liver Cirrhosi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Case 
Teach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Qiaohua Yan*, Ziyue Zhang, Yue Huang, Minghang Li, Yunfei Liu, Tian Ruan, Dongmei Li# 
Faculty of Basic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Yunnan Medical and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Kunming Yunnan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2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2
https://www.hanspub.org/


晏巧华 等 
 

 

DOI: 10.12677/ve.2025.141002 12 职业教育发展 
 

Received: Oct. 10th, 2024; accepted: Dec. 26th, 2024; published: Jan. 3rd, 2025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course “Pathol-
ogy—Cirrhosis” based on case teach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First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teaching mode were deeply understoo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Secondly, field research was conducted with students from 
Yunnan Medical and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s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raditional lecture mode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were implemented, and classroom obser-
vations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lso conducted to 
collect students’ attitude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Through the ap-
plication of multiple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
ness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n the “Pathology—Cirrhosis” course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stimulat-
ing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mproving learning outcom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the need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
ing abilities and classroom interact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
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course “Pathology—Cirrhosis” 
based on case teach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and guidance for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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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高职高专院校的《病

理学》课程中，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1]，且病理学作

为一门理论较为抽象的课程，学生在课堂上难以理解和掌握相关的概念和知识点[2]。此外，由于课程内

容庞杂，单纯的讲课不足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学校资源和师资的局限也限制了个性化教学的实

施。因此，传统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院校《病理学》课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以其积极的教学效果和广泛的应用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

[3]。它鼓励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通过观看教学视频、阅读相关文献等方式预习课程内容，提高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4]。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实践和问题解决等活动，促

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思考能力的培养。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翻转课堂+案例教学的《病理学》课程教学模

式改革，并以肝硬化为具体案例。通过研究肝硬化病理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旨在提供一种创新的教

学模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 
研究的意义在于推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晏巧华 等 
 

 

DOI: 10.12677/ve.2025.141002 13 职业教育发展 
 

职高专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病理学作为医学和相关专业的重要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基本医学

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面授教学限制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

能力的培养，课堂时间的有限导致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不够充分。因此，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

究对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研究通过多种方

法的应用，全面了解研究对象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评价，为基于案例教学和翻转课堂的高职高专《病理学

——肝硬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参考，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2. 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估基于翻转课堂的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实施情况和效果，本

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调研、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 

2.1. 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是本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深入了解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理论基础、设计原则和实施方法。这一步骤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并帮助研究者识别研究中

的关键问题和潜在的研究方向。文献调研主要通过学术数据库检索、图书馆资源查询和互联网搜索等方

式进行，确保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2. 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是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直接观察和参与教学活动，获取第一手的教学实施情

况。实地调研的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设计背景：实地调研选择在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进行，时间为 2023~2024 学年的

秋季学期。 
• 调研方法：调研团队通过观察和分析传统讲课模式和翻转课堂方式下的教学效果，记录教学活动的

组织、学生参与情况以及教师的教学方法。 
• 时间安排：实地调研在每周的《病理学》课程中进行，每次课程持续 2 小时，调研团队成员轮流参

与，确保了观察的全面性和连续性。 

2.3.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本研究中用于收集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态度和评价的工具。问卷设计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问卷设计：问卷包含学生基本信息、学习态度、学习效果和对翻转课堂的满意度等方面的问题，采

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 
样本大小：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参与实地调研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样本大小为 100 名学生，确保了

样本的代表性。 
数据回收：问卷通过纸质形式在课程结束后立即发放，确保了高回收率。 
数据分析：回收的问卷数据使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等，以揭示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看法和建议。 

2.4. 课堂观察 

课堂观察是本研究中用于评估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的方法。课堂观察的介绍和说明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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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目的：通过观察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评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际效果。 
观察内容：观察内容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课堂互动、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氛围等。 
观察方法：观察者使用标准化的观察表格记录观察到的行为，确保了观察的客观性和系统性。 
数据记录：观察数据在每次课程结束后立即整理，以便于后续的分析和讨论。 
通过上述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本研究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估基于翻转课堂的高职高专《病理学》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实施情况和效果，为《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参考。 

3. 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现状分析 

3.1. 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发展现状 

梳理当前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发展现状，对于正确把握和深入研究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5]。病理学作为医学和相关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教学模式的设计和改革直

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因此，通过对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为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院校《病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提供合理依据。 
当前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注重教师灌输知识与学生听讲，学生缺乏互动与积极参与[6]。第二，病理学课程教学内容较多，学生掌

握和记忆难度大，学习效果有待提高[7]。第三，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能力培养主要依赖于考试，

注重知识的死记硬背，忽视了对综合实操能力的培养[8]。第四，教学资源相对单一，教学形式单一，无

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它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学

习。在病理学课程中，教师可以将基础的知识、案例讨论、实践操作等内容放在课前学习，通过在线平

台或多媒体教学资料进行呈现。而纯知识的传递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互动探讨、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形

式，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高职高专院校中病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改革模

式和标准[9]。在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中，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和改变。教师需要

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放手让学生主动学习，提供适当的指导和支持。而学生则需要适应新的学习模式，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学习动力。 

3.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理论基础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相对于传统的授课方式，它更加注重学生的主

动学习和深度思考。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核心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学习理论和教学模式理论[10]。 
学习理论 
1. 学习理论之一是构建基于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情境的理论[11]。根据这种理论，学习者主动参与

学习的过程中，通过面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积累知识并理解相关概念。因此，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

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知识灌输，而是通过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来解决问题和探究知识。 
2. 另一学习理论是基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深度学习理论。深度学习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追

求对知识的深入思考和发现。在翻转课堂模式中，学生通过预习课前材料、思考问题、自主探索知识，

为课堂上的互动学习奠定了基础[12]。因此，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帮助学生实现深度学习，提高他们对

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教学模式理论 
1. 教学模式理论之一是卢梭(Rousseau)的儿童中心教育观念。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主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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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通过自主预习、自主探索，培养了他们的积极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13]。 
2. 另一个教学模式理论来自杜威(Dewey)的经验主义教育理念，强调教育应该是学生在实践中的重

要体验[14]。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案例分析、问题探讨等实践性活动，通过实际操

作提高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3. 还有维思基(Vygotsky)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社会环境对学习有着

重要影响[15]。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通过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和课堂互动，创造了积极的学习氛围和

社会环境，促进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知识交流。 

3.3. 肝硬化病理学教学特点分析 

肝硬化是一种严重的肝脏疾病，其病理学教学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中具有一定的特点和难点。

为了更好地设计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我们需要对肝硬化病理学教学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提供理论依据

和指导。 
1. 肝硬化在整个《病理学》课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具有较高的知识密度和复杂的结构，同

时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病理学特征和细胞变化。学生在学习肝硬化时需掌握其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

表现以及相关的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肝硬化还涉及肝脏解剖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病因学

等多个学科的综合知识，知识的掌握与理解需要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综合分析能力。 
2. 肝硬化病理学的教学中存在一系列的难点。首先，肝硬化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之间存在一定的

差异，学生需要具备将病理变化与临床表现相结合的能力。其次，肝硬化的病因复杂多样，包括病毒感

染、药物中毒、酒精性肝病等多种情况，学生需要深入了解各种病因的病理变化和其与临床的关系。此

外，肝硬化病理学的教学还需要学生掌握肝硬化的相关实验室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对于初学者来说并

不容易理解和掌握。 
3.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提供依据。首先，针对肝硬化知识密度大、

内容复杂的特点，可以通过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点讲解和学生互动，引导学生对相关的病理学特征进行深

入思考和讨论。其次，针对肝硬化的难点问题，可以通过提供大量的实例和案例分析，帮助学生将病理

变化与临床表现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诊断能力。同时，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肝硬化病因的多样

性，通过相关实验室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的介绍，增强学生对肝硬化病因的理解和掌握。 

3.4. 国内外教学案例分析 

1. 瑞典一所高职院校的病理学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在线教学平台提供讲义、教学视频

和课前讨论题，要求学生在课前预习，并参与在线讨论[16]。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问题

解答，加强学生与教师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同时鼓励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和病理切片观察。这种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授课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2. 中国台湾某高职院校的病理学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通过自学视频学习病理学的基本

知识和技能，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通过对真实病例的分析和讨论，学生能够掌握

关键的病理学知识和技能[17]。同时，该院校在病理学实验室设置了虚拟切片观察系统，学生可以通过电

子显微镜观察和分析病理切片，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3. 德国一所高职院校的病理学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在线平台学习病理学的理论知

识，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分组完成病例分析和实验室操作，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动手能力[18]。同

时，学校还与当地医院合作，让学生参与真实病例的诊断和治疗工作，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和临床实践，

巩固和应用所学的病理学知识。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02


晏巧华 等 
 

 

DOI: 10.12677/ve.2025.141002 16 职业教育发展 
 

4. 广州某高职院校的病理学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教学视频和课件，学生

在课前通过自学掌握病理学的理论知识。课堂上，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和问题讨论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应

用所学的知识[19]。此外，该院校还组织学生参观医疗机构的病理科，让学生亲身体验病理学在临床实践

中的应用，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5. 美国一所大学的病理学课程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在课前通过在线平台学习病理学的理论

知识。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实践操作，通过模拟病理切片的观察和分析，学生能够运

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病例诊断和治疗[20]。此外，该大学还开设了病理学实验室，提供实验器材和仪器，让

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和病理切片的观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总结国内外高职高专院校在病理学课程教学中应用翻转课堂模式的案例和经验，可以发现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在病理学课程教学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通过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病理学领域的专业发展。然

而，在实际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提供更

好的指导和支持。 

4. 教学内容设计 

病理学课程是医学领域的重要课程之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难度，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着内容呈

现单一、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为了适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需求，需要对病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

设计和优化。 
病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设计得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病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疾病的发

展过程、病变的形态特征以及临床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中需要将这些

内容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础知识来安排

内容的不同难度和深度，以确保学生能够逐步理解和掌握病理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知识。 
设计和优化病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旨在适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需求，应该具有层次性、系统性、

实践性和应用性，并融入最新的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和能力，实现翻转课堂教学的目标。 

4.1. 问题分析与挑战 

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所面临的学生问题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和实践，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学生可能习惯了被动学习，面对自主学习和主动参与课堂的要求，可能缺乏动力

和自信心。 
2、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技术能力的要求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种教学资源，对教师和学生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新

的要求。教师需要掌握相关教学平台和工具的使用，能够开发和整合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学习内容。而对学生来说，他们需要具备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能力，能够熟练地搜索、筛选

和利用学习资源。 
3、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互动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互动，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合作和实践。然而，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习惯了被动听课和接受教师的一方面传授，缺乏自主学习和积极参与的能力。

因此，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和质量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需要教师通过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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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讨论和实践，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合作精神。 

4..2. 对策措施提出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出现和发展为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困难。本节旨在针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和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解决措施，以期进一步推进教学模式改革。 
1、对于教师而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要求他们转变角色，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

者和促进者。因此，教师需要进行相应的培训和专业发展，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教育技术水平。此外，

教师还应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以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问题，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 
2、对于学生而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要求他们在课前主动学习课程内容，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和实

践活动。然而，由于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动力的不同，可能存在学生对课前学习的抵触情绪和消极

态度。因此，教师应当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激励机制和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 
3、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还涉及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学习资源的开发。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学习

特点和需求，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的组织和结构，确保内容能够适应翻转课堂教学的要求。同时，教师

还需要探索和整合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包括教材、网络资源、实践案例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体

验。 

4.3. 教学模式持续改进机制 

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发展的关键。为了促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与发

展，需要探讨建立健全的教学改革机制。教学改革机制是指一种能够推动教学模式创新、促进教学质量

提高的机制体系，包括政策引导、资源支持、评价机制等。 
首先，在政策引导方面，应出台相关政策，明确支持和倡导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发展。政策可以包

括给予教师相应的奖励和激励措施，鼓励他们尝试和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同时，政府和教育部门可以加

大对教育技术的投入，提供必要的硬件和软件设备，支持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共享。 
探讨建立健全的教学改革机制，促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与发展，是实现高职高专《病理

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关键。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支持和评价机制的完善，教学模式可以不断优化，

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教师和学校应共同努力，推动教学改革的持续进行，为培养高素质专业

人才做出积极贡献。 

5. 肝硬化病理学课程翻转课堂+案例教学实施 

在研究中，我们以肝硬化病理学课程作为例子，介绍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实际课程中的应用过程。

针对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病理学知识的被动接受和理解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的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主动学习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首先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对病理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的构思和优化。通过将病理学课程的

理论知识进行分解，将知识点和实际案例相结合，设计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课程内容，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同时，我们还强调了多样化的学习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包括教材、学习视

频、网络资源等，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和学习风格。 
案例分析是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提供真实的病例或者临床情况，学生们可以运用所学

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案例分析环节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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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以肝硬化病例为例，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病理切片，让

学生们进行病理分析和诊断，从而加深对肝硬化的理解和认识。案例分析如下。 
病史：一名 60 岁的男性患者长期酗酒，有肝炎病史。临床表现：患者出现乏力、食欲不振、黄疸等

症状，体格检查发现腹水和脾大。病理检查：肝脏切片镜下观察发现，肝组织呈现出明显的纤维化和结

构性改变。肝实质被大量的纤维组织代替，肝细胞发生明显的坏死和萎缩。肝内窦间隔增厚，血管受到

压迫，造成血液循环受阻，导致门静脉高压和脾大。此外，肝内还可见到大量的胆固醇结晶和胆固醇石

形成。 
诊断：根据临床表现和病理检查结果，该患者被诊断为肝硬化。 
将同学分成 6 组分别进行课前讨论与预习，课堂上分别进行汇报，老师进行分组点评和理论教学。

针对同学们易错点进行补充。在实验课运用切片教学加深印象，请同学分别对自己看到的病理切片进行

描述，而不是老师单纯的讲解病理切片。之后进行测试，比较传统教学与新式教学的学生成绩，学生反

馈情况等。得出的结果是学生对翻转课堂更感兴趣，成绩比起传统教学稍微有所提高。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以肝硬化病理

学课程为例，我们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通过案例分析评估了其实际效

果。这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

义。未来，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将有助于推动教学模式

改革的持续改进与发展。课后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e comparison table of correct rates on liver cirrhosis knowledge ques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flipped classroom 
表 1. 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关于肝硬化知识题目正确率对比表 

 传统课堂正确率 翻转课堂正确率 正确率提升幅度 

我国门脉性肝硬化的常见原因是： 91.38% 94.74% 3.36% 

门脉高压症不包括： 94.83% 92.98% −1.85% 

下列哪项关于门脉性肝硬化组织学的描述不正确： 91.38% 94.74% 3.36% 

门脉性肝硬化最严重的并发症是： 86.21% 94.74% 8.53% 

门脉性肝硬化的体征、蜘蛛痣、肝掌、男性乳房发育是由于： 84.48% 85.96% 1.48% 

[单选]肝硬化最常见的并发症是： 89.66% 89.47% −0.19% 

[单选]肝硬化的特征性病理变化是： 96.55% 92.98% −3.57% 

[单选]晚期肝硬化最严重也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 86.21% 89.47% 3.26% 

[单选]欧美国家肝硬化的主要原因是： 87.93% 94.74% 6.8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翻转课堂在部分题目上的正确率有明显提升，如我国门脉性肝硬化的常见原

因、门脉性肝硬化最严重的并发症以及欧美国家肝硬化的主要原因等题目，正确率提升幅度分别为 3.36%、

8.53%和 6.81%。然而，在门脉高压症不包括、肝硬化的特征性病理变化等题目上，翻转课堂的正确率略

有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 1.85%和 3.57%。总体而言，翻转课堂的正确率提升幅度较为可观，尤其是在一

些重要知识点上表现出了优势。见表 2。 
通过从期末成绩数据来看，传统模式与翻转课堂的最高分均为 100 分，说明两种教学模式下都有学

生能够掌握课程内容并取得优异成绩。平均分方面，传统课堂为 84.48 分，翻转课堂为 84.04 分，两者较

为接近，表明整体学生的成绩水平在两种教学模式下差异不大。中位数上，翻转课堂为 81 分，略高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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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课堂的 80 分，进一步说明翻转课堂学生成绩分布相对更偏向高分段。而标准偏差方面，翻转课堂为

14.37 分，小于传统课堂的 14.99 分，这意味着翻转课堂学生成绩更加集中，离散程度较小。尽管翻转课

堂模式下最低分低于传统模式，但结合学生对翻转课堂更感兴趣的反馈情况来看，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学

生在适应新教学模式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但整体上翻转课堂对学生学习成绩的稳定性和集中趋势有积

极影响，且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为后续学习提供了更大动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见表 3。 
 

Table 2. Comparison of final grades in pathology between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flipped classroom. 
表 2. 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病理学期末成绩对比 

期末成绩(百分制) 

班级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中位数 标准偏差 

传统模式 100.00 40.00 84.48 80 14.99 

翻转课堂 100.00 20.00 84.04 81 14.37 

 
Table 3.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results 
表 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项目 选项 人数 占比 

学习《病理学》的困难程度 

容易 3 5.26% 

一般 29 50.88% 

困难 25 43.86% 

对翻转课堂的了解程度 

完全不了解 3 5.26% 

听说过但不了解 16 28.07% 

基本了解 34 59.65% 

很了解 7 12.28% 

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26 45.61% 

满意 24 42.11% 

一般 0 0% 

不满意 0 0% 

在翻转课堂中更喜欢的学习资

源 

教学视频 45 78.95% 

PPT 或其他形式文档 8 14.04% 

课前练习题 8 14.04% 

自主学习任务单 8 14.04% 

认为翻转课堂对学习效率的影

响 

极大提高学习效率 44 77.19% 

有所提高 5 8.77% 

没有明显变化 0 0% 

降低效率 0 0% 

与传统课堂相比，翻转课堂对

自学能力培养的影响 

有利于自学能力培养 46 80.70% 

感觉不明显 11 19.30% 

不利于能力培养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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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认为翻转课堂对培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影响 

有利于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45 78.95% 

感觉不明显 12 21.05% 

不利于能力培养 0 0% 

认为课堂讨论和展示活动对学

习的帮助 

有很大帮助 43 75.44% 

有些帮助 22 38.60% 

基本没有帮助 2 3.51% 

没有帮助 0 0% 

认为案例教学法对学习的帮助

(多选) 

提高逻辑思维 16 28.07% 

授课富有启发性 35 61.40% 

拓展思维空间、激发学习兴趣 27 47.37% 

提高正确分析问题、对待问题、处理和解决问题能力 4 7.02% 

其他 21 36.84% 

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对案例

教学法在知识点掌握程度上的

看法 

案例教学掌握知识点理解快、记忆久 24 42.11% 

传统教学掌握知识点理解快、记忆久 15 26.32% 

两者没有特别大区别、效果差不多 31 54.39% 

两者结合掌握知识点理解快、记忆久 7 12.28% 

课后是否会将课上教师给出的

案例与知识点结合复习 

总是会结合复习 10 17.54% 

经常会结合复习 9 15.79% 

有时会结合复习 10 17.54% 

很少会结合复习 8 14.04% 

从不结合复习 17 29.82% 

 
本次问卷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学生对基于案例教学和翻转课堂的高职高专《病理学——肝硬化》课程

教学模式的态度和评价，共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以下是对调查结果的总结性分析。 
学习态度与课程难度认知 
多数学生(50.88%)认为病理学学习难度一般，仍有 43.86%的学生觉得困难，仅 5.26%认为容易。这

表明病理学课程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学生整体态度较为积极，愿意努力克服困难。 
翻转课堂了解程度 
大部分学生(59.65%)对翻转课堂基本了解，12.28%很了解，不过仍有 33.33% (5.26%完全不了解 + 

28.07%听说过但不了解)的学生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这说明翻转课堂在学生中有一定知晓度，但推广普

及仍有空间。 
翻转课堂满意度 
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满意度较高，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占比达 87.72%(45.61%+42.11%)。这显

示该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其主动学习、互动性强等特点受到学生欢迎。 
学习资源偏好 
教学视频成为学生在翻转课堂中最喜欢的学习资源(78.95%)，而 PPT 或其他文档、课前练习题、自

主学习任务单的选择比例相对较低且相近(均为 14.04%)。教师应重点优化教学视频制作，同时合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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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翻转课堂对学习效率和能力培养的影响 
77.19%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极大提高了学习效率，80.70%认为有利于自学能力培养，78.95%觉得对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有帮助。这充分体现了翻转课堂在提升学习效果和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课堂活动评价 
75.44%的学生认为课堂讨论和展示活动有很大帮助，38.60%认为有些帮助，仅 3.51%觉得基本没有

帮助。案例教学法在授课启发性(61.40%)、拓展思维和激发兴趣(47.37%)等方面得到较多认可。这表明课

堂活动和案例教学法效果显著，应继续加强和优化。 
课后复习行为与案例教学法效果认知 
课后复习方面，仅有 17.54%的学生总是会将案例与知识点结合复习，15.79%经常结合，17.54%有时

结合，14.04%很少结合，29.82%从不结合。这反映出学生课后复习方法和主动性有待提高。在案例教学

法与传统教学对比中，42.11%认为案例教学法对知识点掌握更好，26.32%倾向传统教学，54.39%认为两

者效果差不多，12.28%主张两者结合。这说明案例教学法有其优势，但也需与传统教学合理结合。 
小组表现评价 
学生对各小组表现评价差异较大，第六组(36.84%)和第五组(29.82%)认可度较高，第一组(5.26%)相对

较低。这可能与小组活动组织、成员参与度等因素有关，可为后续小组活动改进提供参考。 
总体而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病理学——肝硬化》课程中得到了学生较高的认可，在多个方面

表现出积极影响。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学生对翻转课堂了解不足、课后复习主动性不够等。

未来教学中，应进一步加强对翻转课堂的宣传推广，优化教学资源和活动设计，引导学生改进课后复习

方法，同时合理融合案例教学法与传统教学优势，以持续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 

6. 未来发展方向和改进措施 

未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中的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可以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如高清教学视频、交互式课件等，以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其次，

可以引入虚拟实验教学，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虚拟实验室和仿真实验设备，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

综合能力。此外，可以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与其他教学模式相结合，如项目化学习、问题导向学习等，

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最后，可以从教材编写到教学方式的整体优化，形成一套高职高专《病理学》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完整体系[1]。 
翻转课堂 + 案例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中的应用前景广阔。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可

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推进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在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中的应用，坚持不懈地改进教学方法和资源支持，以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和培养目标。最终，我们期望通过新型教学模式的应用，为高职高专《病理学》课程的教学改

革和人才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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