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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TBL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in	tissue	embryology	teaching.	By	introducing	TBL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in	tissue	embryology	teaching,	TBL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is	introduced	in	tissue	embryology	teaching,	
this mode includes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team cooperation,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the concept of 
TBL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is	elaborated,	and	the	problems	in	tissue	embryology	teaching	are	propose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TBL	based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in	tissue	embryology	teaching	is	provided.	By	implementing	TBL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students’	exam	scores	and	learning	interest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la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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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基于TBL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组织胚胎学教学中的实践效果。通过在组织胚胎学教学中引入TBL多元化教学
模式，在组织胚胎学教学中引入了TBL多元化教学模式，该模式包括团队合作、自主学习、问题解决等多种教学方法，阐
述了TBL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概念，提出了组织胚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基于TBL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组织胚胎学
教学中的优化路径。通过实施TBL多元化教学模式，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学习兴趣能够得到明显提升，能够为后期的教学提
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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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演进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传统的

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学生的需求和教育目标。在高等

教育领域，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教学效果，越来越

多的教育者开始探索新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组织胚胎学这

门专业性强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中，如何有效地传授

知识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基于

TBL（Team-Based Learning）的教学模式是一种注重学生团

队合作和互动的教育方法，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得到成功应

用。然而，在组织胚胎学教学中，尚未有系统性的实践探索

和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TBL 教学模式在组织胚

胎学教学中的实践探索，探讨其在这一专业课程中的可行性

和效果。

2 基于 TBL 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概念

TBL 多元化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团队为

基础，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方

法。这种教学模式将认知理论、团队合作学习和自主性学习

结合在一起，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TBL 多元化教学

模式的概念是基于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反思和改进而来的。它

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过于依赖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

作用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TBL 多元化教学模式则通过引

入团队合作和自主学习的元素，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3 组织胚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实验课重视程度不够
部分学生认为理论课比实验课重要，对实验课不够认

真，看切片绘图敷衍了事 [2]。实验课上，学生在电脑屏幕上

观察放大的切片图像，但没有掌握显微镜操作技能，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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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显微镜操作技能的掌握。

3.2 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弱
许多学生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忽视了实际操作和问题

解决能力的培养。在观察切片时，并没有将镜下图及挂图中

的平面、僵死的组织结构同立体的活体的结构相联系，不能

正确判断正常组织结构的不同切面及不同功能状态下组织

细胞的形态结构。

3.3 缺乏整体性思维
学生往往只关注切片上的局部结构，忽略了整体结构

及其功能。他们不能理解人体或生物体中各个组织、器官、

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从而无法对生物体形成整体性

的理解。

4 基于 TBL 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组织胚胎学
教学中的优化路径

4.1 调整课程设置，强化实验技能训练
《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中容易被忽视的一部分教学

内容，经病理检查结果与人体正常组织对比出现病变而检出

异常，所谓以常达变，只有准确掌握人体正常组织结构才能

对异常结构作出判断，为此，在正式教授课程的过程中，组

织胚胎学教学需要增加实验课的课时比例，使学生有更多的

时间进行实验操作和学习 [3]。同时，提高实验课成绩在总成

绩中的比例，实验课的内容应该围绕组织胚胎学的教学目标

进行设计，包括观察和识别组织切片、掌握显微镜操作技能、

进行细胞和组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了引起学生对实验课

的重视，教师可以提高实验课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例。例如，

可以将实验课成绩比例提高到 50% 或更高，从而激励学生

更加努力地进行实验操作和学习。教师可以制定实验技能考

核标准，并在每个实验课后对学生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

显微镜操作技能、组织切片的观察和识别能力、实验报告的

撰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指导，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改进。在实验教学中，注重

学生的显微镜操作技能训练，包括正确使用显微镜、观察切

片、绘图等技能。

通过增加实验课课时比例和显微镜操作技能训练时间，

能够让学生留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验操作和学习，提高学生

的实践技能和成绩。同时，提高实验课成绩比例可以引起学

生对实验课的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

反复练习和指导，使学生熟练掌握显微镜操作技巧和观察方

法。组织实验技能竞赛，激发学生参与实验的热情和积极性。

通过借助知识竞赛比赛的形式，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和提高实

验技能。

4.2 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众所周知，组织学与胚胎学又称为显微解剖学，需在

显微镜下才可观察组织详细结构，有些理论知识可用看图说

话的方式向学生介绍，仍以软骨细胞为例，所以在组织胚胎

学教学中需要引入病例讨论，让学生根据病例进行思考和分

析，典型病例、疑难病例、死亡病例讨论等。选择具有代表

性的典型病例、难度适中的疑难病例以及具有警示意义的死

亡病例进行讨论。病例的选择应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组织病例讨论前，

教师应该准备好相关的病例资料，包括患者的病史、检查结

果、治疗过程等。在病例讨论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主动思

考和分析病例，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案。

从组织学与胚胎学角度来看，这个病例涉及多个系统

和器官。从主诉和体征可以看出，患者存在呼吸系统的问题。

在检查结果中，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通常表

明存在感染，而 X 光片显示肺部有阴影，这可能是肺部感

染或肿瘤的表现。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疗，

但症状没有改善，这表明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在病理活

检结果中，显示患者患有肺癌。在治疗措施中，患者接受了

手术切除病变组织，术后进行了化疗和放疗。这些治疗措施

都是针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化疗是通过药物来杀死癌细

胞，而放疗是通过放射线来破坏癌细胞。从组织学角度来看，

肺癌通常分为鳞状细胞癌、腺癌和小细胞癌等类型。不同

类型的肺癌在组织学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和预后。例如，鳞状

细胞癌通常发生在中央气道，与吸烟密切相关，而腺癌和小

细胞癌则更常见于女性非吸烟者。从组织学与胚胎学角度分

析这个病例，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肺癌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措

施。这也提醒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避免环境因素对肺部

健康的影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教师

应该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在病例讨论结束后，教师应该进行总结和反思，

评价学生的表现和教学效果。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评

价，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提高教学质量。

在组织病例讨论时，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更加生

动形象的病例资料，如影像学检查图像、病理切片。在准备

病例讨论前，教师应该积极收集和整理病例资料，包括患者

的影像学检查图像、病理切片等。这些资料应该尽可能地全

面和详细，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分析病例。根据收集

的病例资料，教师可以制作多媒体课件，将影像学检查图像、

病理切片等资料整合在一起，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病

例信息。在课件中，教师可以添加文字说明、标注和解释，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教师还可以运用多种

多媒体技术，如 3D 重建技术、虚拟显微镜技术等，将病理

切片转化为 3D 图像或虚拟显微镜观察模式，帮助学生更加

深入地理解和分析病例。各病区的临床教学病例讨论一般每

月安排 1~2 次，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通过病例讨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组织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和发表不同观点，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

力。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切片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鼓

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疑惑。在 TBL 教学模式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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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提高独立

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4.3 培养整体性思维
在组织胚胎学教学中引入系统解剖学知识，病例导入

教学法通常选取临床多发、常见病病例为主，通过躬行教学

发现，学生普遍存在“远处的风景更美丽”的心理，引入稀

有病例学生的听课兴趣远远高于普通病例。病例筛选原则以

病情简单为首选，适时加入疑难杂症病例，使学生更好地理

解人体或生物体的整体结构和功能。通过将组织切片与整体

结构相对应，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利用

多媒体技术或 3D 打印等技术，收集各种类型的组织样本，

包括器官、肌肉、骨骼等，以用于构建三维模型。使用高倍

显微镜或特殊的扫描仪器，对组织样本进行高分辨率的图像

获取。这些图像将用于后续的三维模型构建。利用专门的医

学图像处理软件，如 MATLAB、3DSlicer 等，对获取的图

像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软件中的三维重建功能，可以

将二维图像转化为三维模型。

在初步的三维模型构建完成后，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细

节上的优化和修改。这包括模型的平滑处理、结构优化、比

例调整等，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美观度。将构建好的三

维模型输出为适合打印的格式，如 STL 或 obj 文件。然后，

利用 3D 打印机进行模型的物理打印。学生可以通过直接观

察三维模型，或者使用显微镜、放大镜等工具进行更细致的

观察，以更直观地理解组织的形态和功能。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和评估结果，对三维模型进行进一

步的改进和优化，以提高教学质量。

5 结论

总体来说，基于 TBL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组织胚胎学教

学中的实践探索表明，这种教学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潜

力。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兴趣，还能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建议在未来的

教学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TBL 多元化教学模式，以提升教

学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小京,杨晓莉,袁梦.“互联网+”背景下多元化课堂教学模式在

组织胚胎学教学实践研究[J].中国新通信,2021,23(2):231-232.

[2] 田鹤,刘霞,王雅光,等.疫情防控期《组织胚胎学》在线教学实践

与反思[J].解剖科学进展,2023,29(4):447-448.

[3] 袁衡,董丽萍,刘冠兰.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中应用混合式第二课

堂对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作用[J].学园,2022,15(34):6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