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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PS教学模式在法医病理学猝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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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BOPPPS教学模式在法医病理学猝死教学中的教学效果。
 

方法 选取川北医学院

2020级法医学本科1、2班学生61名作为研究对象,以抓阄法选取1班32名学生作为研究组,2班29名学生作

为对照组。研究组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分析比较2组学生理论知识、案例分析

及基本技能(取材及法医病理诊断),设计问卷调查教学效果及教学满意度。结果 与传统教学比较,BOPPPS
 

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案例分析能力、基本技能、重点知识理解并掌握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组学生对BOPPPS教学模式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结论 BOPPPS教学模式在法医学专业本科法医病理学猝

死教学中的应用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自主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升法医病理基

本技能及综合分析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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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猝死是由于机体潜在的疾病或重要器官急性功

能障碍导致的意外的突然死亡[1]。猝死是法医病理

学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由于猝死几乎涉及所有系统

疾病,其与病理学、内科学、儿科学、妇产科学等临床

医学知识关系密切,覆盖的临床学科及知识点繁多,
是临床医学和法医病理学知识的融合,成为法医学本

科学生学习法医病理学较为困难的章节[2]。且在法

医病理实践中心血管疾病猝死占成年人猝死的第1
位[1],《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指出,中国

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我国现脑卒中

患者有1
 

300
 

万人,冠心病患者有1
 

139万人;《中国

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指出,2020年中国城市、农
村居民冠心病死亡率分别为126.91人/10万、135.88
人/10万,中国城市、农村居民脑血管病(粗)死亡率分

别为135.18人/10万、164.77人/10万[3]。猝死者由

于出人意料的突然死亡需进行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
明确死亡原因、伤病关系等,猝死的法医学鉴定也是

法医病理实践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猝死教

学中如何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实施“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教学设计,提高法医病理学猝死学习效果,提
升法医学本科生猝死鉴定实践能力、分析问题及解决

问题能力成为教学的重点。
BOPPPS[Bridge-in(导 言)、Objective

 

or
 

Out-
come(目标或预期效果)、Pre-assessment(前测)、Par-
ticipatory

 

Learning(参与式学习)、Post-assessment
(后测)、Summary(总结)]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

心、教师为引导”,将教学过程分成导言、目标或预期

效果、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6个环节,且6个

环节有 机 结 合,构 成 一 个 连 贯 整 体[4]。本 研 究 将
 

BOPPPS
 

教学模式用于法医学专业本科生法医病理

学中猝死的教学中,并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比较,以
了解其在猝死教学中的效果和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川北医学院2020级法医学本

科1、2班学生61名作为研究对象,以抓阄法选取1
班32名学生作为研究组,2班29名学生作为对照组。
研究组学生中男16名,女16名;上学期期末平均学

习绩点(2.66±0.55)分。对照组学生中男12名,女
17名;上学期期末平均学习绩点(2.52±0.53)分。2
组学生均已完成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儿科学和妇

科学等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课程及法医病理学中死

亡、死后变化及死亡时间推断等知识的学习,2组学生

性别、上学期期末学习绩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2组学生对本研究内容均知晓并同意

参与。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研究组 在法医病理学猝死教学前1个

月,教学组教师通过集体备课选定近2年实际鉴定工

作中的经典案例、讨论设计流程、讨论并围绕教学目

标的相关问题并完成授课内容的PPT,并预估学生在

课堂教学中可能提到的问题,准备好相应案例取材见

习检材(心脏、脑、肺脏、胰腺等组织器官),以保证教

学内容和教学大纲相一致。BOPPPS教学模式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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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1)导言。以各系统典型猝死实际案例(如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猝死案例,包括基本案情、完
整病历资料、完整尸体解剖照片、病理组织学图片及

毒物分析检验报告),围绕该案例提出与教学内容相

关的问题,引入猝死各教学内容的核心内容,学生带

着问题查阅相关资料,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其学习兴趣。(2)目标。通过实际案例导入,教师明

确指出学习的目标和重点,包括通过学习应掌握的基

本知识(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相关的基础知

识),专业技能的培养(心脏的法医学检查取材、冠状

动脉检查,组织病理学改变等),要求学生运用专业知

识分析死亡原因,并说明根本死因及直接死因;结合

课程思政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科学、客
观、公正的职业素养和健康的人生态度。(3)前测。
教师通过“学习通”发放试题、相关知识讨论(轻微外

伤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猝死的伤病关系),
了解学生冠心病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学生的学习能力

及不足点,调整后续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4)参与式学习。结合学生意愿自由组队,每组8名

学生,选1名作为组长。要求学生在上课前查阅相关

资料,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组内讨论,并制作

PPT。上课时由教师根据学生提交的分组名单盲选

学生代表展示并汇报小组PPT,汇报结束后进行组间

讨论提问、生生互相提问及教师抽问方式提问该小

组,小组中任一学生均可进行回答或补充,教师根据

PPT汇报、提问及小组回答问题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等

学生参与式教学,使学生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参

与过程中完成学习目标。带教教师根据每组学生表

现点评总结后提出新问题,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讨
论和分析。(5)课后评价。课程结束时针对教学重

点、难点在学习通在线理论测试,如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猝死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程度、
心肌的病理变化、猝死机制及法医学鉴定等。以了解

学生的学习效果及对主要内容的掌握情况,并根据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核心内容掌握情况在后续的课

程中进行调整和总结。(6)总结。在课程结束后教师

根据前测和课后评价的结果调整后续教学内容,整合

法医病理学知识点(如尸体现象、死亡原因分析等);
在猝死各教学内容结束后在“学习通”发放调查问卷,
对授课教师准备充分且专业知识储备丰富、围绕案例

提出的问题能反应教学的核心内容、授课教师能进行

有效的课堂沟通和管理、授课教师善于引导学生互动

并兼顾不同层次学生、授课过程中教师解答问题清

晰、学生能理解并掌握本次课程的知识要点、愿意整

合知识点,提出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解决问题并代表

团队进行总结发言、该教学模式加强了学生对猝死重

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该教学模式能开发学生思维水

平、提升法医病理学猝死判断水平和提升综合素质等

进行反馈和总结。
1.2.1.2 对照组 采用以与研究组相同的案例为依

托的传统教学进行理论教学和以相同的见习检材进

行实践教学。
1.2.2 观察指标

1.2.2.1 教学效果 教学结束后采用单元测试题进

行理论测试、法医病理诊断题(组织器官大体观察、取
材及镜下描述,并作出病理诊断)、案例分析题评价2
组教学效果。
1.2.2.2 教学模式评价 使用问卷调查2组学生对

教学模式的评价,调查中每项采用5分计分,最低为

1分,最高为5分。
1.2.2.3 满意度 使用问卷调查2组学生对教学的

满意度。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α=
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学生教学效果比较 研究组学生法医病理

诊断、案例分析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学生理论测试成绩高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组学生教学效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案例分析 法医病理诊断 案例分析

研究组 32 87.78±4.36 87.25±4.24 89.21±5.21

对照组 29 85.79±4.78 83.46±4.62 84.56±4.98

t - 1.70 3.32 4.41

P - >0.05 <0.01 <0.01

  注:-表示无此项。

2.2 2组学生对教学模式评价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研究组授课教师更善于引导学生互动并兼顾不同层

次学生,学生更愿意整合知识点,提出问题并积极参

与讨论解决问题并代表团队进行总结发言,加强了学

生对猝死重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可更好地提升学生

的综合分析能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表2  2组学生对教学模式评价比较(x±s,分)

项目 研究组(n=32)对照组(n=29)
 

t P

授课教师准备充分且专业知识储备丰富 4.56±0.67 4.52±0.63 0.27 >0.05

围绕案例提出的问题能反应教学的核心内容 4.37±0.66 4.30±0.61 0.39 >0.05

授课教师能进行有效的课堂沟通和管理 4.53±0.67 4.41±0.63 0.7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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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2组学生对教学模式评价比较(x±s,分)

项目 研究组(n=32)对照组(n=29)
 

t P

授课过程中教师解答问题清晰 4.34±0.79 4.31±0.66 0.18 >0.05

授课教师善于引导学生互动并兼顾不同层次学生 4.38±0.75 3.69±1.04 2.97 <0.05

愿意整合知识点,提出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解决问题并代表团队进行总结发言 4.47±0.62 3.66±0.81 4.41 <0.05

教学模式加强了学生对猝死重点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4.41±0.47 3.76±0.81 2.71 <0.05

教学模式提升学生法医病理学猝死综合分析能力 4.38±0.61 3.45±0.74 5.37 <0.05

2.3 2组学生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学生对教学的满

意度[87.5%(28/32)]明显高于对照组[58.6%(17/
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56,P<0.01)。
3 讨  论

  法医病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法医学专业本

科的主干课程之一,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法
医病理学基本理论知识的验证来源于实践,且实践也

促进了法医专业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基本技

能的应用和掌握[5-6]。猝死涉及的临床学科及知识繁

多,在法医病理学实际工作中往往还需进行损伤、毒
物(药物)与疾病的关系分析。以实际鉴定工作中猝

死经典案例为依托的BOPPPS教学模式使理论知识

和实践技能密切结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7-9]
 

。
3.1 BOPPPS教学模式可提升学生对法医病理学猝

死知识的掌握程度,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自主

性 任何教学方法改革均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培养。本研究运用BOPPPS
 

模式教学时以实

际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围绕该案例提出与教学内

容相关的问题,引入教学的核心内容,鼓励学生带着

问题查阅相关资料,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以
提高学生的记忆程度及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典型案

例导入教师明确指出学习的目标和重点,包括通过学

习应掌握的基本知识(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相关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心脏的法医学检

查、取材、冠状动脉检查,组织病理学改变等),运用专

业知识分析死亡原因,说明根本死因、直接死因及死

亡性质;使学生在学习猝死的同时复习法医病理学其

他知识,如尸斑颜色及位置、角膜混浊程度、尸僵、死
亡原因、死亡机制分析及死亡性质,死亡时间推断、损
伤与疾病的关系等,整合法医病理学前后知识内容,
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将法医病理学基本理论知识、
基本技能与法医病理鉴定实践相结合,不仅能更好地

理解、记忆和掌握猝死教学内容,还能复习并巩固死

后变化、死亡原因、死亡机制分析、死亡性质、早期死

亡时间的推断等相关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整体

观,培养学生全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

组学生法医病理诊断、案例分析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研究组学生认

为BOPPPS教学模式加强了对猝死重点内容的理解

和掌握,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0]。与对照组比较,研

究组学生更愿意整合知识点,提出问题并积极参与讨

论解决问题并代表团队进行总结发言,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提示BOPPPS教学模式可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及自主性。
3.2 BOPPPS教学模式可提高法医病理学猝死教学

质量和教学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BOPPPS
教学模式的学生带着问题查阅资料进行自主学习,由
被动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学习;在课堂外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组内讨论分析、制作PPT,在课堂教学中小组

展示汇报PPT,开展组间讨论提问、生生提问及师生

互问、教师点评问题、总结知识点等对教学内容进行

讨论分析,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进一步强化并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猝死教学的核

心内容。在取材见习时通过组间评分、教师点评,学
生在实践学习中掌握各脏器观察内容及取材要点,通
过观察取材组织的镜下改变将抽象的形态学改变形

象具体化,这种参与式教学改善了传统“填鸭式”教学

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在轻松、自由的课堂氛围中理解

并掌握猝死及相关的法医病理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提高了教学质量。教师采用盲抽法抽取小组成员

汇报PPT,课堂讨论中重点关注学习绩点低的学生的

表现,避免了小组内个别学生“摸鱼”现象,促使不同

层次的学生自主学习。采用BOPPPS模式的授课教

师善于引导互动并兼顾不同层次学生。同时,学生对

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可侧面反映出课堂 教 学 质 量。
BOPPPS采用闭环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主体,调
动并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性,并反馈教学效果[11]。另

外,教师在BOPPPS教学前通过案例准备、查阅资料、
进行相关知识整合、结合教学内容及目前研究热点提

出核心问题,可不断增加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通过

教学组集体备课、讨论并预估学生可能会提出的问

题、试讲及教学实施,可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水

平及教学能力;通过课后评价和总结,根据反馈情况

及时调整后续教学内容,有利于制定更科学、合理的

教学计划,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及教学质量,提高了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3.3 BOPPPS

 

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法医学本科学生

的综合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学生认为

BOPPPS教学模式提升了法医病理学猝死综合分析

能力。BOPPPS教学模式以围绕实际典型案例问题,
与猝死教学内容密切结合,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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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行案例分析,分析说明死亡机制、死亡原因,亲身

体会并解决法医病理实践鉴定问题。学生通过组内

讨论并展示汇报、组间讨论提问、生生互问、师生互动

等参与式教学过程,不但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发
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及应变能力;促进了学生法医病理学猝死鉴定

思维的养成,提高了学生操作技能及分析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12];同时,学生法医病理基本技能及综合分析

能力的提高,反映了教学效果的提升。
3.4 BOPPPS

 

教学模式可用于法医病理学其他内容

的教学 法医病理学内容多且复杂,各章节间比较零

散,如死亡时间推断、钝器伤、锐器伤、颅脑损伤、缢
死、溺死、高温与低温损伤等,运用传统教学难以将不

同现象、概念、机制与实际案例有机融合,导致学生在

学习时难以理解及掌握基本理论,在期末考试法医病

理案例分析时难以将法医病理学前后知识内容进行

整合,导致案例分析成绩偏低等问题。BOPPPS
 

教学

弥补了以往传统教学的不足,可用于法医病理学其他

教学内容,将抽象的概念、尸体现象和形态学改变以

实际案例具体化、形象化,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课
堂气氛活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主

动性,掌握法医病理学基本内容及基本技能,实现教

学目标,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BOPPPS教

学也可用于法医学专业其他课程中,如法医临床学、
法医精神病学、法医毒理学等,进而培养具有扎实的

法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较强的实践

能力,以及能在公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商业保险公

司等单位从事法医学检验鉴定、司法鉴定、保险理赔

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医学专业人才。
目前,多个学科应用

 

BOPPPS
 

模式获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10,13-14]。但需指出的是,由于BOPPPS教

学的独特性,在实施教学前教学组教师需提前确定好

案例、分配任务,进行集体备课、讨论问题等准备工

作,另外,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提前将相关资料发放

给学生,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自主学习[15]。本研究结

果显示,研究组猝死教学效果满意和教学质量较高,
但学生普遍认为课堂学习时间不足,需要在未来的法

医病理学教学中合理规划学时。
综上所述,BOPPPS

 

教学模式可激发法医学专业

本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分

析并解决问题,提升法医病理基本技能及综合分析能

力,促进师生互动,实现教学相长,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一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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