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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高职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教学中
应用的体会——以《血液》章节为例

叶蓓 陈建珍 贺芳 张颖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 苏州市 215009

【摘要】生理学是高职临床医学专业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之一 , 是一门研究正常的人体功能活动规律的学科 , 也是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由于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笔者在《血液》教学过程中，在讲

解红细胞功能、白细胞功能、血型等知识点时，精心挑选了相关的临床案例，与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

挑战“案例分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学以致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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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是临床医学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主要讲述人体各个
系统正常生理过程及调节机制。在掌握了正常人体的工作机
制后，才能学习、理解病理情况及生理功能的异常，从而进一步
学习治疗方式。因而，生理学是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重要的一门
基础课程，把正常人体生理过程理解、吃透后，才能为后续学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介绍生理过程及机制的内容比较
抽象，学生学习起来难度较大，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会经
常挑选临床案例，与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知识之余
挑战“案例分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今后学以致用打下基础。下面以血液这一章节中涉及的案例
分析为例，总结一下案例教学法在高职临床医学专业生理学教
学过程中的应用。
在学习红细胞的过程中，首先介绍红细胞的数量，要求学

生掌握血红蛋白的正常值，并强调红细胞的功能是靠细胞里面
的血红蛋白来实现，引导学生思考在贫血的诊断过程中，红细
胞的数量和血红蛋白的值相比，谁更有诊断意义？本来，教学
过程中，讲到数值，学生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在抛出这个问
题后，学生们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课堂气氛也活跃了很多。
接下来介绍红细胞的功能，红细胞的功能主要是运输氧和二氧
化碳，这个功能听起来很简单，为了让学生更深刻掌握这个内
容，让学生思考，如果病人贫血，红细胞的功能否较好地实现，
可能会有什么临床表现？虽然学生都没有学过临床课程，但是
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经过小组同学上网查材料、讨论后，大
家能总结出很多贫血的临床表现。
介绍完以上知识点后，继续进行红细胞生成相关内容的教

学。向学生们介绍了红细胞生成的部位、条件 [ 红骨髓要有正
常的造血功能；需要足够的造血原料——蛋白质和铁（Fe2+），
也需要必要的红细胞成熟因子——维生素 B12 和叶酸 ]。在

红细胞的生成过程中，任何一个条件异常，都可能会引起贫血，
例如，当骨髓的造血功能受到放射线（X线、放射性同位素）、
某些药物（如氯霉素、抗癌药物）等理化因素的抑制时，不仅红
细胞和血红蛋白数量减少，而且白细胞和血小板也会明显减
少，此情况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而蛋白质和铁（Fe2+）是血
红蛋白的基本组成成分，其中 95%来自体内铁的再利用，如
果铁元素摄入不足、吸收利用障碍或慢性失血，会导致机体缺
铁，从而使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红细胞中血红蛋白不足，体积变
小，呈小红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即为缺铁性贫血（临床上比较常
见的贫血类型）。在红细胞的发育过程中，维生素 B12 和叶酸
是DNA合成所不可缺少的物质；一旦缺乏，DNA合成受阻，
就会使红细胞分裂增殖和成熟发生障碍，引起巨幼红细胞性贫
血。

在学习以上知识后，先让学生梳理一下知识点，分析以上
三种贫血的原因和类型，后引入案例：

患者王某，女性，32 岁，因头晕、乏力 1年余，加重伴心慌
三月余来诊。1年前无明显诱因头晕、乏力，能照常工作，近三
个月来加重，伴活动后心慌。进食正常，不挑食，二便正常，无
便血、黑便、尿色异常、鼻衄和齿龈出血。睡眠好，体重无明显
变化。既往体健，无胃病史，无药物过敏史。结婚两年，月经初
潮 13 岁，7d/28d，末次月经半月前，近 1年月经量多，半年来
更明显。经检查，该患者为月经造成的女性缺铁性贫血。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更深入理解、掌握相关知
识点，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让学生讨论：（1）该患者贫血的
类型为什么是缺铁性贫血？这个问题对于学生来说难度并不
是很大，由于 95%的铁来自于机体内铁的再利用，该患者 1年
月经量多、慢性失血，会导致机体缺铁，从而使血红蛋白合成减
少，造成了缺铁性贫血。（2）让学生结合红细胞的生理功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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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分组讨论病人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症状的原因？人体最小
单位——细胞在新陈代谢过程中需要氧，该患者由于贫血，红细
胞运输氧的能力减弱，导致细胞会缺氧，而脑细胞缺氧会出现
头晕、心肌细胞缺氧会出现心慌、骨骼肌细胞缺氧会乏力，学生
们在讨论时对红细胞的功能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3）让学
生讨论如何治疗？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掌握了病因，学生都能
回答出：给病人补铁。但是，还要让学生思考，能否单纯给病
人补铁来改善症状？答案是不行的，该患者是因月经量过多，
失血严重，导致机体缺铁，从而使血红蛋白合成减少，造成了缺
铁性贫血，补铁只是改善症状，治标不治本；要想彻底摆脱贫
血，还要跟病人说清楚贫血的原因，要让病人去妇科进行进一
步检查。在讨论的过程中，让学生怀着对病人足够的责任感进
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让学生体会到，今后临床工作的不
易，不仅要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还要将各门知识融会贯通，才能
真正做到治病救人。
在学习了红细胞知识后，我们继续学习白细胞的知识。首

先要求学生掌握白细胞的分类、形态结构、正常值等知识。光
镜下，按胞质内有无特殊颗粒可将白细胞分成两类，即粒细胞
和无粒细胞。粒细胞按胞质内特殊颗粒的着色性质，分为中
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无粒细胞按形态和
功能特征分为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正常成人血液中白细胞
总数为 4.0~10.0×109 /L，其中中性粒细胞占 50%~70%，嗜
酸性粒细胞占 0%~7%，嗜碱性粒细胞占 0%~1%，单核细胞占
2%~8%，淋巴细胞占 20%~30%。以上这些内容听起来很枯
燥，但是还是要求学生掌握的，联系到临床知识，学生都听说过
白血病，但是白血病其实可分为多种类型，这跟白细胞的分类
有一定关系。而不同种类的白细胞功能各不相同，临床意义也
不同，跟同学强调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可被调动起来，对背
这些数值的抵触情绪也有所减轻。接下来，要学习各种白细胞
的功能，白细胞中数量最多是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具有非
特异吞噬能力，能吞噬和清除入侵的病原微生物及其他异物，
将被吞噬的细菌杀死并消化分解。入侵的细菌被包围在一个
局部，不能在体内扩散；当中性粒细胞吞噬了数十个细菌后，
其本身即解体，并与死亡的细菌及附近组织溶解物一起形成脓
液。中性粒细胞的运动和吞噬能力很强，并具有复杂的杀菌系
统，它处在机体抵制病原微生物，尤其是化脓性细菌入侵的第
一线。因此，临床上白细胞总数增多和中性粒细胞百分率增高，
往往表示可能为化脓性细菌急性感染。在介绍完中性粒细胞
的功能及临床意义后，再引入案例。
患者李某，女性，8岁。1天前于着凉后出现发热，伴头痛、

全身肌肉酸痛、食欲减退、轻咳。体温 39.5℃，脉搏 116 次 /
min，呼吸 27/min，咽充血，双侧扁桃体Ⅱ度肿大，可见少许脓
点，双侧颈部淋巴结肿大。白细胞总数 13.9×109/L，嗜中性粒
细胞 82.4%，淋巴细胞 10.9%。引入案例后，让学生讨论一下
问题：（1）该患者的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的百

分比跟正常值相比，有什么异常？这个问题是很简单，但是如
果没有把正常值记住的话，是分析不出来的。学生们很有默契
地把书翻到相关内容，很快便给出了正确答案：白细胞总数增
多和中性粒细胞百分率增高，淋巴细胞百分率降低。在这时，
再次适时强调一下这些数值的重要性。（2）让学生从临床医
生的角度分析，该患者患了何种疾病？这个问题对于学生来说
还是有一定难度，毕竟学生还只是大一学生，还没有学习临床
知识。虽然有难度，但是学生们在讨论时还都能积极参与，积
极思考发言。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走到学生中间，听听他们
的发言，适时给予小提示。患者发热，扁桃体肿大，提示可能扁
桃体发炎，而扁桃体有脓点及实验室结果（白细胞总数升高及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增高）进一步提示可能为化脓性细菌急性
感染。（3）有了诊断结果，再给学生补充点临床知识：既然是
细菌感染，就可给予抗生素治疗。除了一般的营养支持治疗外，
最主要应放在病因治疗上，因发热激活物为细菌，可应用抗生
素治疗。只要发热激活物能被有效清除，体温即可恢复正常。

在介绍失血对人体影响时，首先介绍正常成人血量约
占体重的 7%~8%。一个体重 60kg 的人，其血液量约为
4200~4800mL。正常人体内血液的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失血
会导致血量不足引起血压下降、血流减慢等。失血的后果主
要取决于失血量和失血速度，一般少量出血，即成人一次失血
在 500mL 以下、不超过总血量 10%时，不会出现明显的临床
症状；中等失血即一次失血 1000mL、达到总血量的 20%时，
机体会出现一些临床症状；严重失血即失血量达到血总量的
30%以上时，如果不及时抢救，可危及生命。综上所述可知，
一次献血 200~300mL，对一个健康人不会带来损害。介绍完
以上知识点后，引入一个跟该知识点有关的段子，大家都知道
很多时候，会给义务献血的人送点小礼物。有位同学去义务
献血，对礼物特别感兴趣，就问血站的工作人员：“如果我献
血 200mL，可以送什么？”答：“一箱牛奶。”又问：“如果我献
2000mL 呢？”答：“送棺材。”讲到这里，学生都会哄堂大笑。
笑完了之后，引导学生思考一下，为什么献血 2000mL 会送棺
材？学生略加思索，就能够回答出献血也是失血的一种形式。
一个体重 60kg 的人，其血液量约为 4200~4800mL。如果献
血量达 2000mL，这个失血量快达到血总量的 50%，如果不及
时进行抢救，就可危及生命。

学生听完这个小笑话，学习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
再来介绍血型的知识。学生对血型这个概念都不陌生，很多学
生觉得自己都不用学习了，但事实上，他们知道的不过是血型
内容的皮毛而已。人类血型已确认了十几个独立的血型系统，
其中与临床医学关系最密切的是红细胞的 ABO血型系统和
Rh血型系统。此外，白细胞、血小板及一般组织细胞也具有
不同的“血型”，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就跟白细胞的不同类
型有关。因此，血型鉴定在组织器官移植及法医学等领域中都
具有重要意义。 ABO血型系统是根据红细胞膜所含血型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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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凝集原的不同或有无，将血液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凡红细胞
膜只含A凝集原的为A型，只含 B凝集原的为 B型，A、B两
种凝集原都有的为AB型，无 A、B两种凝集原的为O型。另
一方面，血清（或血浆）中还存在着与凝集原相对的天然抗体，
即凝集素，称为抗 A凝集素或抗 B凝集素。A型血清中只含
抗B凝集素，B型血清中只含抗A凝集素，AB型血清中无抗A、
抗 B凝集素，O型血清中既含抗A、又含抗 B凝集素。在输血
过程中，凝集原与其所对抗的凝集素相遇时，会发生红细胞凝
集反应，使红细胞凝集、溶血。即 A凝集原与抗 A凝集素相
遇，或 B凝集原与抗 B凝集素相遇。因此，临床上输血都要求
输同型血液，并经交叉配血试验，主侧、次侧均不凝集者方可输
血。在紧急情况下，找不到同型血液时，则可按献血者的红细
胞不被受血者的血清所凝集的原则，即主侧不凝集者可允许少
量（一般不超过 300mL）、缓慢地输血。在输血前应做交叉配
血试验，即使是同种血液也不例外。因为ABO血型系统中存
在着亚型，如 A型可分为 A1、A2 两个亚型，它们虽属同一血
型抗原，但在结构上还存在一定差异，性能不完全相同。此外，
与 ABO血型系统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血型系统，如 Rh血型
系统等，若不加注意就可能因血型不合而发生严重反应。Rh
血型抗原（即 Rh凝集原，或称 Rh 因子），最先在恒河猴的红
细胞中发现。凡红细胞膜上含有Rh凝集原者，称为Rh阳性；
不含Rh凝集原者，称为Rh阴性。Rh血型系统的特点是，人
类血清中不存在与Rh抗原起反应的天然抗体，故Rh阴性的
受血者第一次接受Rh阳性的血液，不会发生凝集反应。但由
于输入 Rh阳性血液后，可使受血者产生抗 Rh抗体，因此以
后再输入Rh阳性血液时，会使输入的Rh阳性红细胞发生凝
集反应。
在给学生介绍完血型和输血的内容后，再引入案例。
小王的妈妈因为车祸入院，失血量较多，需要紧急输血，经

检查，其母亲的血型为“O型，Rh阴性”，二十年前因为产后大
失血，输过“O型，Rh阳性”的血。目前，血库的“O型，Rh阴性”
血源告急，正发动亲朋好友验血，如果血型匹配，发动亲友供
血。
收到消息后，小王马上来到医院，找到了负责治疗母亲的

李医生，提出要给母亲献血。李医生解释一定要先测小王的血
型，如果血型相同，还要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才能确定能不能给
母亲输血。检查结果显示，小王的血型是“O型，Rh阳性”，不
能给母亲输血。小王非常不理解：我是我妈妈亲生的，这么亲
的血源关系，怎么可能不可以给妈妈输血？
引入案例后，让学生讨论一下问题：（1）小王跟母亲是母

子关系，为什么不能直接输血，而要做交叉配血试验？在这里，
要跟学生补充一下相关的知识，很多学生认为，孩子跟母亲的
血肯定是可以互输的，但是其实未必，孩子的血型不一定跟母

亲一样，因为孩子的血型由父母双方的相关基因决定。（2）让
学生分别扮演“医生”和“小王”，让“医生”向“小王”解释不
能给母亲输血的原因。学生对于这个任务很新奇，准备得也
很认真。在表演环节，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课堂气氛也很好。
扮演“李医生”的同学首先对家属“小王”的紧张心情表示了
理解，然后向小王解释了有关血型和输血的知识。再次强调，
其母亲的血型为“O型，Rh阴性”，二十年前因为产后大失血，
输过“O型，Rh阳性”的血，体内会产生Rh抗原的抗体，小王
的血型是“O型，Rh阳性”，如果小王给他母亲输血的话，小王
红细胞膜上面 Rh抗原会和母亲体内的 Rh抗体发生凝集反
应而溶血，可危及患者生命。小王虽然很想给母亲输血，挽救
母亲的生命，但是如果真的直接输血的话，可能就会危及生命
了。“李医生”解释时，其他同学也都很认真地听，讲得不确切
的地方，其他同学还会及时纠正，从课堂表现来看，学生都已经
掌握了相关的理论知识。有了案例分析的过程，学生遇到不是
特别明白的地方，会积极主动自己查阅资料找答案，在理解的
过程中，牢牢地掌握了学习的内容。

在学习完《血液》章节后，笔者还做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
查，调查一下学生对于案例分析这种教学方式的体会和意见。
从学生对于问卷的回答结果来看；95%的学生都很喜欢上课
的时候将与知识点有关的临床案例放在课堂上面一起分析；
97%的同学觉得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会督促自己把所学的
相关知识点融会贯通，深刻加深了印象；92%的同学认为，在
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学会了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问题，提
高了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95%的同学在案例分析
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临床工作的不易，发现学习知识和今后在临
床工作的不同，要想今后能成为一位合格的医生，在校期间就
要好好学习，牢牢掌握好知识。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也体会到
了学生态度上的改变，一开始让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时，很多学
生都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都没有学习临床知识，怎么可能
会分析案例？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体会到了用枯燥的理
论知识去分析相关临床案例的快乐，慢慢地，学生再遇到案例
分析的时候，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绝大部分同学都会积极地
参与、思考，遇到问题也不会退缩，会从课本或利用网络积极寻
求线索、分析问题。笔者对于学生的态度改变、能让他们从大
一就养成要“学以致用”的理念而感到欣慰，相信对他们后续
课程的学习都会大有裨益。

生理学的内容的确比较抽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通过案
例的引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枯燥的知识，让其扎实掌握生
理知识，为今后的课程打下基础。综上，案例教学既能让学生
体会到学以致用，又能使学生认识到生理学知识是今后理解和
掌握临床课程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并
增加对生理学课程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学习生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