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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桥梁学科的《病理学基础》，对中职生巩固医学基础以及

联系专业知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

授课，笔者在任教《病理学基础》期间，在借鉴前辈的经验基础上，

不断反思、总结，摸索一条适合中职生的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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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基础是医学教育中的一门桥梁学科，连接着基础医学和临

床医学，主要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和结局转归①。

笔者在任教过程中，结合中职生学情和教学大纲要求，不断探索反思，

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努力提升教学效果。 

1.《病理学基础》教学背景分析 

    《病理学基础》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在此之前，学生已完成《正

常人体学基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基础》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具

备一定的医学基础，但大部分学生对医学的认识停留在片言只语的层

面上，临床思维尚未完全建立，无法全面完整认识疾病。而且，中职

学生的学习方法较局限，多数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经过一个假期的

休整后，《病理学基础》中所涉及到的知识，如肝小叶的结构、基本

组织、呼吸过程等，记忆残存所剩无几，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在复习旧

课的环节上多花功夫和时间。此外，在中职医学教材中，本课程涉及

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两者虽侧重点不同（前者侧

重形态改变，后者侧重功能代谢改变），但又紧密相连，特别是如何

从形态改变推出功能代谢改变，是中职生学习本课程时需掌握的其中

一个技巧。最后，本课程安排约 50 个课时，章节内容涉及炎症、肿

瘤、发热、缺氧、常见疾病等，内容繁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



地授课，使学生对疾病的认识更进一步，这是对任课教师的挑战。 

2.合理安排课堂活动，多种教学方法相并肩 

  2.1以引言激发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结合教学内容，用多种

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促使学生用高涨的热情去探索、

热爱学习，让学生觉得学习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幸福，从而主动、

积极地投入到新的学习当中去。如肿瘤章节，可通过不同的图片展示，

勾起学生的思考欲望：老人家长了几十年的“大脖子”是什么？如果

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安吉丽娜.朱莉为什

么会把自己的乳腺做了预防性的切除，接着又想把一侧的卵巢和输卵

管切了呢？除了运用图片，教师的趣味语言，也能鼓动学生的求知欲，

如组织细胞损伤当中的变性与变性人、网络流行语“心塞”与心肌梗

塞（梗死）。兴趣是学习的首要主题，引言导入的成功，不单单活跃

了课堂气氛，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更为学生持久不懈地思考探索问

题做好铺垫。 

  2.2前后联系，注重知识融合贯通 

作为桥梁学科的病理学基础，课程与课程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的。

特别是前期的基础知识，对学习病理学基础起着奠基的作用。如要学

习栓子的运行途径，实际就要回顾正常的血液循环途径；要学习鳞状

上皮化生的形态改变和影响，正常气管组织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是

必不可少的。故适当复习旧课内容，便于学习理解和掌握新课知识。

此外，适当增加与专业课程的联系，可提高学生对病理学基础的重视

和认识，如对于护理专业来说，发热的分期与护理处理措施的采取、

钾代谢紊乱与补钾原则、缺氧与氧疗的选择等都是密切联系的。在教

学过程中，注意知识的前后联系和融会贯通，不但便于学生掌握知识，

更有利于学生将来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锻炼临床思维。 

  2.3巧借多媒体，化抽象为直观 



疾病的病理变化是形态学和功能代谢上的改变，多媒体教学可以

弥补传统教学的缺陷，不但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气氛，而且直

观形象、动静结合，特别是对抽象知识的阐述，既为教师节约了时间，

又增加了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如用烫伤所致的水泡、绒毛心、脓肿等

图片讲解渗出性炎；动脉粥样硬化则比较正常和发生粥样硬化的动脉

管壁，从而推出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休克用动画形式显示三个时期

的微循环改变（早，缩，缺→中，扩，淤→晚，凝，衰）②。例外，

在每堂课最后亦可借助多媒体总结归纳该课的主要内容，如细胞和组

织的四种适应形式用立体几何图的方法呈现给学生、用肺结核防治宣

传片加强学生对结核杆菌及肺结核的分布和危害的理解。不过，多媒

体为教学的辅助手段，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需对图片、视频加

以筛选甄别，选用代表性强、特征性明显的素材。 

  2.4生活实例，化复杂为简单 

    中职生已具备一定的生活经历，把病理学的知识和生活实例联系

一起，化复杂为简单，在拉近医学和生活的距离的同时，学生也更加

容易理解。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选取适当的生活实例进行讲解。如

水肿的产生机制，一直都是病理学教学上的棘手问题。可以运用草原

的例子分析，如白蛋白如同植被，可以固水，但血浆白蛋白含量降低

引起液体从血管渗出，从而导致组织液生成增多，就如同草原失去植

被，造成水土流失。又例如，心衰中所涉及到的后负荷改变，用泵气

球和泵轮胎的例子解释，淤血导致水肿用孕妇增大的子宫压迫静脉导

致下肢水肿分析，把高渗性脱水与腌咸萝卜关联一起等等，非常简单

明了，学生一听就懂，教学也变得轻松真实。学以致用是中职教育一

直强调的教育目标之一，病理学基础的学习也不例外。用生活解释医

学，把医学服务于生活。只要学生明白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就会对学

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3.开展好实验课，结合巩固理论与实践 



病理学讲究理论实践相结合。学生在理论课堂上通过图片、视频

和教师讲解，获得的是表观上的认识，而实验课，则可让学生通过病

例分析、标本观察等形式，获得感官上、情感上的认识。萎缩的心脏

与肥大的心脏标本放在一起，萎缩与肥大的特点不言而喻；肺结核的

标本，让学生真真切切感受到如奶酪般的结核病灶；因抽烟导致黑乎

乎的肺脏，让学生深深体会到烟草对人体的伤害；而病例分析，则要

求学生把理论知识用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是考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程度。故教师应重视实验课的开展，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

巩固理论知识。 

病理学基础是一门有趣的课程，教师应纵观全书及其与其他课程

的联系，结合实际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提高其学习

兴趣，用通俗易懂的表达让学生体会当中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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