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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案例教学方法在肿瘤学研究生医学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实习的 84 名肿瘤专业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对照组( 42 人) 和实验组( 42 人)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实验组采用案例教学模式。比较两组医学生授

课前后对教学法的感兴趣程度，并以闭卷考试和教学调查问卷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结果发现，两组

肿瘤学研究生在性别、年龄和专业课成绩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具有可比性。实验组学生授

课后对教学模式感兴趣人数明显多于对照组，二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实验组的专业理

论成绩和临床案例分析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实验组学生在增强学习主动性、提升自学能力、

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创造性思维、提高专业知识掌握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及加深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方

面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因此，相比传统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在肿瘤内科研究生的医学伦理

学教学中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肿瘤学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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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in medical ethics teaching
for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oncology． A total of 84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oncology who had an internship in the
department of oncology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2015 to Octo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 42 )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42) ．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case
teaching mode． The degree of interest in teaching method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and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closed book examination and teaching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oncology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gender，age，and professional course scores ( P ＞ 0． 05) ，suggesting comparability． After intervention，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terested in the teaching mod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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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clinical case analysi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 The score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in terms of enhancing learning initiative，improving self － study ability，increasing learning
interest，cultivating creative thinking，optimiz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mastery，improving problem － solving
ability，and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medical ethic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edical ethics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s in the department of
oncology，which i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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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肿瘤

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临床诊疗方式也更加先

进［1］。目前肿瘤相关疾病临床治疗时注重多学科

协作的综合诊疗模式［2］，治疗理念逐渐从以疾病为

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在治疗期间不仅关注疾病

本身病理特征和局部病变情况，还十分重视患者心

理动态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肿瘤疾病的病

情演变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特点，诊治技术往往涉

及多学科领域交叉，治疗时间较长且治疗费用相对

较高［3］。肿瘤患者由于患病的特殊性，在承受身体

痛苦的 同 时 容 易 产 生 焦 虑、抑 郁 等 不 良 心 理 状

态［4］，生存质量较低，患者及其家庭也面临着较大

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其临床治疗对医务工作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肿瘤患者的知情同意

权［5］、治疗选择权［6］以及临终关怀问题［7］是医务人

员在诊疗时必须面临和应对的伦理问题。因为肿

瘤疾病诊治期间所作出的医疗决策均应基于伦理

道德原则框架。然而，现阶段部分医学院校伦理学

教学环节存在弊端，肿瘤专业伦理教学更是缺乏，

主要表现为: 对医学伦理学认识不足，常常与思政

教育相混淆; 医学伦理学课时安排偏少，不受教师

和学生重视; 授课方式侧重对伦理知识的灌输，教

学模式单一; 肿瘤学普遍为选修课，伦理授课内容

因而相应缩减。因此，在肿瘤内科医学生实习教学

期间，如何改善人文伦理素养效果是目前培养医学

高层次专业综合性人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案例教学法是以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为依据，

以典型案例分析为核心的教学模式［8］。其最早于

20 世纪初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经过多年的推

广和实 践，现 已 经 成 为 比 较 成 熟 的 教 学 方 法 之

一［9］。相比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强调

以学生为教学活动主体，结合特定案例分析来调动

学生学习热情并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十分注重学生

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建立知识点从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最终达到知识内化的途径，是一种开放式、互

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10］。医学是实践性较强的学

科，引入案例教学有助于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

系，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已在一

些临 床 学 科 教 学 实 践 中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教 学 效

果［11 － 12］。临床医学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就是在

课堂授课时引入临床典型案例，在教师引导下，学

生对具有代表性的临床情景展开分析和讨论，以充

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

优势明显［13］。本研究基于肿瘤学科及肿瘤患者的

特点，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肿瘤专业研究生实习阶段

伦理素养培养中，深入探讨案例教学模式在肿瘤学

医学伦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肿瘤学科专业人才

的培养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西安交通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实习的 84 名肿瘤专业

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 42 人) 和实验组( 42 人)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

模式，男 16 人，女 26 人，平均年龄 ( 23. 35 ± 2. 12 )

岁; 实验组采用案例教学模式，男 15 人，女 27 人，平

均年龄( 24. 04 ± 2. 08) 岁。
1. 2 教学流程设计

实验组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首先，课前准备工作。教师根据肿瘤学教学大

纲要求和案例教学法的特点，选取典型案例供研究

生课前了解和学习。选取的典型案例应符合这几

点原则:①病例能够反映肿瘤科诊疗规范及诊断思

维，比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等; ②优先选择研究对象

在实习期间接触的病例; ③所选病例临床资料及患

者信息完整，比如患者学历层次、家庭成员情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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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及医保情况等; ④所选病例存在伦理方面的

争议，包括肿瘤患者知情权、治疗选择权、临终关怀

问题。学生在课前一周对教师给出的典型病例进

行自主学习，并在小组内开展集中讨论交流，讨论

内容包含医学处理原则和伦理问题两个方面，最终

达成统一观点。

其次，课堂教学。教师组织学生对典型病例展

开伦理方面的讨论，教师指出典型病例中包含的伦

理问题，引导学生依据伦理原则作出充分分析，然

后对学生的发言进行归纳总结。学生对案例中伦

理问题的分析有可能与实际病例的发展一致，也有

可能与之相反，只要学生的观点在医学伦理中有据

可循，教师不应全盘否定。对于是否应告知肿瘤患

者病情的问题，学生应基于肿瘤患者认知能力分析

是否能对疾病有正确认识，后续诊疗是否会受到知

情的影响，以及家属的意愿等。对于患者能否在患

病期间选择放弃治疗的问题，学生需说明目前的诊

疗技术是否也无能为力，家庭经济、患者认知水平、

社会支持等因素是否支持继续进行诊疗。对于患

者临终前治疗方式的问题，学生需说明目前治疗措

施能否控制患者最大痛苦，患者对死亡意愿的表达

与未尽愿望，死亡对患者家庭影响等。课后巩固阶

段，学生课后对课堂内容和所学伦理要点进行总

结，并对其所分管肿瘤患者诊断及治疗过程进行

分析。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比如口述、板书、多
媒体 PPT 形式授课，讲授肿瘤疾病内科相关知识及

医学伦理原则。
1. 3 教学评价

调查和比较两组学生授课前后对教学模式的感

兴趣程度; 以闭卷考试形式考核授课后学生专业理论

知识掌握情况及临床案例分析能力，专业理论知识考

核主要包含选择题和填空题，总分为 100 分，时间 60

分钟，临床案例分析考核以肿瘤科医学伦理相关案例

分析为主，总分为 100 分，时间 60 分钟; 采用自评式

问卷调查比较两组学生授课后自我评价，主要包括

增强学习主动性、提升自学能力、提高学习兴趣、培
养创造性思维、提高专业知识掌握能力、提高解决

问题能力及加深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等方面内容。
1. 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 SPSS20. 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x ± s) 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量资料用百分数( % ) 表示，数据采用 χ2 检

验，P ＜ 0. 05 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肿瘤内科研究生基本特征比较

本研究共 84 名肿瘤专业研究生参加肿瘤科医

学伦理教学，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42 人。对照组采用

传统 教 学 模 式，男 16 人，女 26 人，平 均 年 龄

( 23. 35 ± 2. 12) 岁，参加医学伦理教学前专业课 成

绩为( 85. 25 ± 5. 10 ) 分 ; 实验组采用案例教学模

式，男 15 人，女 27 人，平均年龄 ( 24. 04 ± 2. 08 )

岁，参加医学伦理教学前专业课成绩为 ( 84. 64 ±
5. 33 ) 分。两组肿瘤科医学研究生在性 别、年 龄

和专 业 课 成 绩 方 面 的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 ，具有可比性。

表 1 两组肿瘤内科研究生基本特征比较

对照组 实验组 P

人数 42 42 －

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法 －

学历 研究生 研究生 －

年龄( 岁) 23. 35 ± 2. 12 24. 04 ± 2. 08 ＞ 0. 05

性别( 男 /女) 16 /26 15 /27 ＞ 0. 05

专业课成绩( 分) 85. 25 ± 5. 10 84. 64 ± 5. 33 ＞ 0. 05

2. 2 授课前后教学模式的感兴趣程度比较

两组学生授课前后教学模式的感兴趣程度比

较见表 2，可以看出，授课前两种教学模式的感兴趣

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授课后传

统教学模式感兴趣程度变化不大，而案例教学模式

感兴趣程度增加，实验组教学模式感兴趣人数明显

多于对照组，二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 P ＜
0. 05) 。

表 2 授课前后教学模式的感兴趣程度比较( n)

时间 组别 兴趣不大 一般 感兴趣 P

授课前 对照组 5 18 22

实验组 4 28 18

＞ 0. 05

授课后 对照组 3 20 23

实验组 2 12 30

＜ 0. 05

2. 3 两组学生专业理论和临床案例分析成绩比较

两组学生专业理论成绩和临床案例分析成绩

比较见表 3，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的专业理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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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 床 案 例 分 析 成 绩 分 别 为 ( 84. 8 ± 4. 9 ) 分 和

( 86. 7 ± 4. 6)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80. 8 ± 5. 6) 分

和( 75. 7 ± 6. 9) 分( P ＜ 0. 05) 。
2. 4 两组学生教学自我评价比较

两组学生教学自我评价比较结果见表 4，可以

看出实验组学生在增强学习主动性、提升自学能

力、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创造性思维、提高专业知识

掌握能力、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及加深对医学伦理学

的理解上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表 3 两组学生专业理论成绩和临床案例分析成绩比较( x ± s)

专业理论成绩( 分) 临床案例分析( 分)

对照组 80. 8 ± 5. 6 75. 7 ± 6. 9

实验组 84. 8 ± 4. 9 86. 7 ± 4. 6

t 10. 23 11. 19

P ＜ 0. 05 ＜ 0. 05

表 4 两组学生教学自我评价比较［n( %) ］

对照组( n = 42) 实验组( n = 42) χ2 P

增强学习主动性 28( 66. 67) 37( 88. 10) 12. 34 ＜ 0. 05

提高自学能力 26( 61. 90) 36( 85. 71) 10. 25 ＜ 0. 05

提高学习兴趣 27( 64. 29) 37( 88. 10) 6. 87 ＜ 0. 05

培养创造性思维 28( 66. 67) 33( 78. 57) 9. 56 ＜ 0. 05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30( 71. 43) 39( 92. 86) 8. 76 ＜ 0. 05

提高专业知识掌握能力 32( 76. 19) 36( 85. 71) 12. 34 ＜ 0. 05

加深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 27( 64. 29) 38( 90. 48) 7. 87 ＜ 0. 05

3 讨论

肿瘤学诊疗技术的发展对肿瘤学教学体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方式虽然也能够系统

地完成教学任务，但主要以教材和教师为教学活动

主体，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兴趣和独立思考能

力，忽视对学生创新意识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

该教学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14］。而案例教学法

注重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其实行的案例分析讨论

式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大量

研究 表 明 案 例 教 学 在 教 学 授 课 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15 － 16］。临床医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就是在课堂

教学时引入相关临床实际典型案例，教师引导医学生

对代表性临床情景展开分析和讨论。整个教学过程

充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临床创新思维和激发学习兴趣，

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17］。Bi 等［18］在医学

肿瘤学研究生教学中进行了案例学习( CBL) 与传统

方法的教学效果比较，CBL 组学生在学习满意度、自
我效能感以及课程成绩方面均优于传统教学组。本

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医学生专业理论成

绩和临床案例分析成绩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模式( P
＜0. 05) 。这与 Bi 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由于肿瘤和肿瘤患者的特殊性，诊疗疾病过程

中还需要关注患者心理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伦

理人文素养的培养对于肿瘤学科临床教学至关重

要［19］。然而目前部分医学院校授课中伦理学教学

内容受重视程度不足，肿瘤专业学生对伦理教学关

注度较低。而案例教学法与肿瘤学临床实际结合

密切，符合临床诊疗思维。学生基于肿瘤学以及伦

理原则框架下对热点医疗伦理问题展开讨论，加深

对肿瘤内科常见伦理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激发了学

习兴趣。本研究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肿瘤伦理教

学中，该教学模式受到大多数医学研究生的认可，

授课后实验组教学模式感兴趣人数明显多于对照

组( P ＜ 0. 05) ，这与杜亚明等［20］研究发现采用案例

教学法的见习生对教学法感兴趣程度明显高于传

统教学法( P ＜ 0. 05)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案例

教学能够增强学生对肿瘤内科专业学习兴趣，在临

床肿瘤科伦理学授课中更具优势。在案例教学模

式下，医学生将伦理原则融入实际病例分析中进行

自主学习和交流讨论，对伦理问题有了更直观的感

受和认识，能够在完成肿瘤内科临床教学内容的同

时提升自身伦理人文素养。研究表明，案例教学能

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内在动力，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散临床思维及提高问题解决

能力，在临床医学教学实践中教学效果显著［21］。这

一点也在授课后学生的自我评价中体现，实验组学

生在增强学习主动性、提升自学能力、提高学习兴

趣、培养创造性思维、提高专业知识掌握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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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能力及加深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上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这与谭斯品等［22］和汪红

艳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案例教学授课模式

下学生获益更多且各方面综合能力得到良好的锻

炼，有效提升了肿瘤内科研究生医学伦理学教学

质量。
4 结论

案例教学模式在肿瘤内科研究生伦理教学中

效果显著，学生依据相应伦理原则对典型病例展开

充分讨论和分析，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了对

临床肿瘤科伦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本研究

仍存在不足之处，研究对象数量有限且来源单一，

期望后续可以增加样本数量和来源，以便进一步深

入研究。综上所述，在肿瘤内科研究生实习教学中

应用案例教学法，不仅 能 够 提 高 增 强 学 生 学 习 兴

趣、提升教 学 质 量，还 可 以 培 养 医 学 生 的 伦 理 素

养，有效 地 将 伦 理 学 理 论 知 识 与 临 床 实 践 紧 密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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