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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基于BOPPPS模式的案例教学法在医学影像学教学
中的应用

韩冰 何晓 潘淑淑 阮玫 韩志江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BOPPPS 模式的案例教学法（CBL）在医学影像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浙江中

医药大学 2018 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6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30 名）和对照组

（30名），实验组学生采用基于BOPPPS模式的CBL，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授课模式。通过两组学生期末成绩、问卷

进行教学效果评价。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分析阅片成绩和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
-6.24、-5.49，P均＜0.05）。实验组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总

体满意度等方面评价均好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分别=6.79、7.18、10.34、20.38，P均＜0.05）。结论 基

于BOPPPS模式的CBL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自主性、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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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OPPPS model combined case-based learning in medical imaging teaching HAN Bing，HE Xiao，
PAN Shushu，et al.Department of Radiology，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based learning（CBL）based on BOPPPS model in
medical imaging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60 students majoring in five-year clinical medicine of grade 2018 in
Zhejiang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30 students）and control group（30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CBL based on BOPPPS mod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the final scores and ques⁃
tionnai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Results The scores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6.24，-5.49，P＜0.05）.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improvement of self-learning ability，problem
analysis ability，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6.79，

7.18，10.34，20.38，P＜0.05）. Conclusion CBL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BOPPPS model is helpful to stimulate stu⁃
dents' autonomy in exploring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Key words] teaching； BOPPPS mode； case-based learning； medical imaging

目前，医学教育策略越来越强调学生的积极参

与[1]。BOPPPS模式的核心是参与式教学[2]，其强调

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把教学过程分为六个不

同的步骤，即导入（bridge-in，B）、目标（objective，
O）、前测（pre-assessment，P）、参与式学习（participa⁃
tory learning，P）、后测（post-assessment，P）和总结

（summary，S），形成有效的教学闭环。案例教学法

（case-based learning，CBL）是将案例作为知识的载

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共同参与的教学方法[3]。

目前，基于BOPPPS模式的联合教学法取得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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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通过该模式构建合理的教

学流程及组织框架仍在探索中[2，4，5]。本次研究通过

基于BOPPPS模式的CBL在医学影像学中的教学应

用，以期为医学影像学教学提供实践及方法学参

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年 3至 2021年 6 月期间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18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60名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次研究已通过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学生对本次研究均

已知情同意。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名。

实验组中男性 13名、女性 17名；平均年龄（21.00±
0.46）岁，上学期期末成绩（72.97±6.12）分。对照组

中男性11名、女性19名；平均年龄（21.10±0.52）岁，

上学期期末成绩（73.35±6.35）分。两组学生在年

龄、性别、上学期期末成绩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两组学生均采用徐克等主编的医学影

像学（第 8版）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教学内容一致，

授课教师相同，教学及测试过程中出现的病例资

料和图片一致，均来源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教学病例库。教学时长

共计 47学时。教学组根据教学大纲，构建了特定

的基于案例的场景，每个场景都设置 2~3个问题，

问题包括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影像表现、鉴别诊

断、检查计划等；根据教学大纲为对照组学生制作

教学课件PPT。
1.2.1 实验组教学采用基于BOPPPS模式的CBL教

学法。建立实验组教学微信群，于课前一周通过微

信群发布教学案例，鼓励学生进行预习和思考。根

据BOPPPS模型，把课堂教学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

①导入（B）：通过图片、视频、游戏互动、生活趣事引

入等方式（导入点与教学目标具有逻辑关系，短小

精悍，勿带偏题）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

更快地进入学习状态。②目标（O）：根据教学大纲

要求，以布鲁姆教学目标为参考，通过章节脉络图

向学生清楚展示本节课的知识点和重难点，让学生

明晰自己的学习方向。③前测（P）：通过提问、测

试、讨论等了解学生的前期知识储备情况，并以此

为根据调节后续的教学活动。④参与式学习（P）：

采用CBL教学方式，以既定案例为主线，借助案例

中提供的信息，采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通过小组

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出、分析和解决案例相关

的临床问题，以此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⑤后

测（P）：设置知识理解和应用分析两个方面的问题

（要求覆盖全员，当堂完成）。前者选用判断、选择

和问答题，后者选用病例图像分析，以此对学生的

掌握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判断。⑥总结（S）：通

过顺口溜、思维导图、表格等形式对本节课要点进

行总结，帮助学生理解消化，并根据后测出现的问

题进行查缺补漏。

1.2.2 对照组教学采用传统授课模式。建立对照

组教学钉钉群，授课教师于课前一周通过钉钉群发

布教学 PPT，鼓励学生课前预习；课堂上教师讲解

PPT，讲授内容涵盖教学大纲所有知识点，学生听讲

并做笔记。课程结束时，老师要求学生进行课后复

习，学生如果有问题可在课后与老师通过钉钉群进

行交流解答。

1.3 评价指标 两组学生通过期末成绩和调查问

卷进行教学效果评价。测试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

诊断阅片，各 50 分。教学结束后，向两组学生发放

匿名问卷，对教学方法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理论知识

41.17±3.59
39.58±3.90

分析阅片

37.43±5.04*
30.43±3.51

总成绩

78.60±6.27*
70.02±5.8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的理论知识成绩略高于对

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4，P＞0.05），实验

组的分析阅片成绩和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6.24、-5.49，P均＜0.05）。
2.2 问卷调查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 60份，回收有

效问卷 6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两组问卷

调查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在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提高分

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总体满意度

等方面，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均好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6.79、7.18、10.34、
20.38，P均＜0.05）。在课程促进知识记忆方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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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4，P
＞0.05）。

表2 两组问卷调查结果/名（％）

指标

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促进知识记忆

总体满意度

实验组

27（90.00）*
24（80.00）*
25（83.33）*
20（66.67）
27（90.00）*

对照组

12（40.00）
14（46.67）
13（43.33）
17（56.67）
10（33.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医学影像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6]，传统

教学法强调学生熟记课本理论知识，不利于发挥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临床实践和

临床思维能力[7]。学生通过参与，在实践中提高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现代医学影像学教学质量

提升的关键 [8]。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期末成绩和调查

问卷满意度更高，这表明基于BOPPPS模式的案例

教学法能够使学生乐于参与，提高学生的内在动力

和学习技能，从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

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5]。究其原因，首先，

BOPPPS是一种新颖教学模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对学科学习的兴趣，通过前测和后测，教师得到反

馈，明确了学生的前期知识储备情况和教学过程中

出现的薄弱点及盲区，从而可以及时查缺补漏。其

次，在参与式学习阶段，学生通过真实案例中提供

的信息，提出、分析和解决案例相关的临床问题，能

够很好地参与其中，同学和/或老师之间的充分互

动，激发了学生对提高自我效能感、知识和沟通能

力的热情和兴趣。此外，医学教育需要建立批判性

思维能力，传统教学法并不鼓励解决问题和实践活

动[7,9]，这一点，本次研究也在期末成绩分析中得到了

证实。通过对期末成绩分析发现：两组学生间的成

绩差异主要是由阅片分析成绩所致，而理论知识成

绩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传统教学法

能够满足知识传授的需要，但在对知识的运用，面

对病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亟待提

高[10]，而基于 BOPPPS模式的 CBL教学法则很好地

改进了这一点。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本次研究也发

现，采用六段框架式的BOPPPS教学策略，将目标、

行为、学习活动和评价作为一个整体来组织和构建

教学活动，有助于教师创新教学思路，从而促进教

学相长。有学者研究认为，BOPPPS模型是一个开

放的教学设计模型，教师应在遵守BOPPPS教学模式

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基础进行教学设计，

将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融入其中，使其更符合学生

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8]。在BOPPPS教学课之前，

根据学生的学习障碍和风格偏好，对课程进行了设

计。如，在导入部分，根据年轻人的特点，引入一些

具有逻辑关系，时代感强的娱乐、运动或科技新闻，

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产生共鸣，激发学习兴趣。

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量小，

案例选择的深度和广度等可能会对结论产生影响，

使得该研究和实践过程存在进一步可完善的空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BOPPPS教学策略已在世

界各地的教育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在国内的

实施仍处于起步阶段[11]，未来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补充现有的教学资源，比如建立通过应用计算机和

多媒体教学模拟临床场景的CBL案例库。学生可

以在虚拟的交互式应答中体验真实的医疗场景，配

合实验室检查、影像资料，有利于培养更加连贯的

临床实践和临床思维能力。

综上所述，基于BOPPPS模式的CBL教学法有

助于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自主性、提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

又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性，保证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

体地位，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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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建立完善的全科护理发展机制的必要条

件[13]。为了进一步推广全科护理模式，需要政府、医

院、护理机构等多方面的合作，加强对全科护理的

支持和投入，提高全科护理人员的素质，优化护理

管理机制，实现全科护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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