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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是一门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1］，是医学生重要的基础

必修课，内容繁杂、抽象枯燥，不容易理解。临床上血栓形成非常常见，如脑动脉血栓

形成引起的脑梗死、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引起的心肌梗死、手术后长期卧床的患者继发血

栓形成等，且危害极大［2］。对于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一节内容尤为重要。只

有很好地理解掌握血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明确血栓形成对机体的影响，才能够在临床

工作中预防和减少血栓形成。本文就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病理学授课《血栓形成》这

一节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教学设计，优化教学内容，旨在提高授课质量，增强教学效果。

1《血栓形成》教学设计的目的

教学设计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及自身的教学风格，将教学过程的各要素有

序、优化地安排，制订出最佳教学方案的过程。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和质量，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病理学分为总

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主要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共同规律，主要强调“共性”，各论

则主要研究各系统不同疾病各自的规律，主要强调“个性”，总论是各论的基础。《血

栓形成》属于病理学总论第二章《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第三节，该节处于本章节的中

间环节，在整个章节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之后的栓塞、梗死奠定基础，但其内容

繁杂，有难度，学生不容易理解和记忆，因此需要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突破

重难点，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及运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血栓形成》教学设计的实施



所用教材:《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陈命家易慧智主编)。设计内容主要包括:学情分

析、教学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及教学反省。

2．1 学情分析

病理学开设于本校大专临床医学专业一年级下学期，学生已经完成《生理学》《生

物化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等相关基础学科的学习，对医学基础知识有了

初步的认识。针对《血栓形成》这一内容，学生虽然已经基本掌握了血管的组织结构、

正常血液凝固机制等相关知识，但部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欠缺，自身的学习方法单一，

理解领悟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将知识点融会贯通，因此学习效果较差。

2．2 教学目标

①知识目标:掌握血栓形成的概念、血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血栓的结局及对机体的

影响;熟悉血栓形成的过程;了解血栓的类型。②能力目标:在课上导入一个血栓形成的临

床病例，上升到能力目标，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培养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学生对预防血栓形成的认识，进而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血栓形成的临床诊断治

疗中［3］。③情感目标: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在掌握血栓形成专业知识的同时，培

养学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有义务向患者普及血栓形成的诱因、

危害及防治，把社会责任教育融入病理学课程教学，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备严谨、务实、防治兼并、仁心仁术等良好职业操守的医学专门人才。

2．3 教学过程

根据教学大纲《血栓形成》安排 1 学时(45min)进行讲授。设计思路及时间分配如下:

导入新课(3min)、展示目标(2min)、新知落实(32min)、课堂小结(3min)、课后反思

(2min)、反馈练习(3min)。重点是新知识落实，采用案例分析法、讲授法、多媒体演示



法、启发式教学法、举例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课前:给学生布置准

备任务，采用爱课程、慕课等相关网络资源，提前预习新课［4－5］，以及使用 MindMaster

让学生提前绘制思维导图明确学习内容［6］，采用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探究学习，提高课堂效果［7］。课中:引入一个临床病例，如“患者，男，22 岁，

建筑工人，某日施工中不慎右脚掌被锈铁钉扎伤，逐渐出现红肿，并向上蔓延至右下肢，

之后多次反复发作，一个月后，在一次排便中突然高声尖叫、口吐白沫、抽搐、死亡”，

导入新课，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提出疑问，病例中该患者的死亡原因是什么。采用启

发式教学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形成

严谨的逻辑思维模式。对于《血栓形成》这一新知识，学生比较陌生，因此设定教学目

标，明确本节课的重、难点。首先根据上述临床病例，讲解血栓形成的概念，概念是重

点，采用启发互动法提示学生去思考血栓与血凝块的不同。采用小组讨论法，培养学生

合作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随后向学生展示生理学中曾经学习过的正常血液凝固的机

制，带领学生一起回顾，明确正常机体血液中凝血和抗凝血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启发学

生什么情况下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呢，一旦被打破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从而引入本节

课的下一个内容:血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这既是重点又是难点，主要运用多媒体演示法，

结合板书画图，图文并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十分活跃［8］。循序渐进，

引导学生思考，有了血栓形成的条件，其又将经历怎样的过程呢，这就是下一个重难点。

通过图片及小动画分步骤详细讲解血栓形成的过程，使枯燥的内容形象生动化;其次采用

多媒体视频向学生展示完整的血栓形成过程，该视频充分运用了 Flash 动画，将肉眼无

法看见的血栓形成过程形象、具体地展现出来，再次加深学生的印象，帮助学生理解［9］;

再次，教师带领学生回归课本，通过在血栓形成过程中，对血栓头、体、尾的讲解，帮

助学生归纳总结出血栓的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先通过教师讲述及 PPT 图片展示，



再用视频完善串联知识点，然后自我归纳，由此攻克此重难点。最后，采用举例法，列

举临床上常见的血栓性疾病，如心瓣膜病、脑栓塞、心肌梗死等，讲述血栓的结局及对

机体的影响，联系临床，与职业相接轨，学以致用，使学生对血栓形成的理解更加深刻。

新知传授结束，再次带领学生回到课前导入的病例，结合所学知识，引导学生再思考，

在本病例中患者是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血栓形成，患者形成的血栓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患者的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讨论之后完善总结，也为下节课栓塞

的讲述打下基础。采用小组讨论法，锻炼沟通能力，实现知识的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得

到价值肯定，激发学生学习的原动力。课后:采用问卷星 APP，学生使用微信扫一扫二维

码，完成在线测试，查漏补缺，强化对重难点的理解和记忆，教师根据统计结果，及时

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10－11］。

2．4 教学评价

通过班级微信群以及调查问卷，搜集整理学生意见，下次课前通过采用抽查提问的

方式进行考核。

2．5 教学反思

授课结束及时进行教学反省，本节课教学环节衔接得当，教学方法丰富多样，学生

的课堂气氛十分活跃，通过课堂小结以及反馈练习，学生已经掌握血栓形成的概念、血

栓形成的条件和机制、血栓的结局及对机体的影响，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不足的是，

部分学生对血栓形成的相关医学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自身学习方法缺少灵活性，

融会贯通的能力稍差，因此结合实际情况，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不断改进，

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及知识储备，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综上所述，《血栓形

成》是临床医学专业在病理学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病理学总论部分占据核心地位，



难度也比较大，因此必须完善《血栓形成》的教学设计，将枯燥的学习内容采用多种教

学设计方法，形象地展示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在今后的

临床工作中预防和减少血栓的形成，使学生在《血栓形成》的学习过程中更加贴近临床

实践，对相关疾病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为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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