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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在病原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陈瑞鹏

山东协和学院，山东济南，250109；

摘要：目的：探讨课程思政联合以临床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BL）和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BL）教学方法在病原

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24 年 2 月-6 月，选取就读于山东协和学院护理学专业 2023 级 200 名本科生

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 CBL 教学法，试验组在 CBL 的基础上联合课程思政和 TBL 教学法。对比分析试验组和

对照组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团队协作能力和思政素养等方面。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学生成绩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习态度、团队协作能力及思政素养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教学法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养，能

够实现知识、技能、思政三重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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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生物学是护理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它涉及

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性状、感染与免疫、特异性诊断与

防治等内容，与临床密切相关。在病原生物学教学中，

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

道德、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但在实际教学中，学生

缺乏学习动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

学习兴趣低，导致教学效果达不到教学目标。目前课程

思政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是立德树人的有效路径，

其以专业课程为载体，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1]
。CBL（Case-Based Learni

ng，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
[2]
和 TBL（Team-Based Lear

ning，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3]
教学方法则以学生为中

心，通过案例分析和团队合作，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课程思政与 CBL、TBL 教学相

结合，在病原生物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4 年 2—6月山东协和学院 2023 级护理学

专 4个班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 2组，试验组100 名，

对照组 100 名。其中试验组男生 39名，女生 61名，年

龄 19～20 岁，平均（19.10±0.20）岁；对照组男生 4

0名，女生 60 名，年龄 19～20 岁，平均（19.10±0.3

0）岁。采用问卷调查分析学生的基本素养情况，结果

显示，2组学生的基本素养相当。2组学生的一般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试验组教学方法

（1）课程思政融入

在病原生物学教学中，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内容，

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职业道德观、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等。

（2）CBL 教学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临床案例，提前将案

例资料发给学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案例进行分析

和讨论，提出诊断和治疗方案。在课堂上，各小组进行

汇报和交流，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主动性，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

提高能力。

（3）TBL 教学

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由5-6 名学生组成。教

师在课前布置学习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学

习和讨论。在课堂上，教师通过提问、小组竞赛等方式，

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1.2.2实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取 CBL 单一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不引入课

程思政和 TBL，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2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包括课前准备、课堂实施、课后总结三大

过程。（以消毒与灭菌为例）

2.1 课前准备

课前病原生物学教学团队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结合

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讨论挖掘融入

思政元素的临床教学案例，构建病原生物学案例库，根

据案例设计与临床实践相关的问题制定学习任务单。并

于上课前一周下达任务给学生，依托学习通实施线上线

下混合，以临床案例（CBL）为基础，学生分组围绕任

务单中案例问题展开讨论(TBL)，完成相应的任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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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过学习通完成自主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通过对案例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融入思政

教育。

消毒与灭菌学习任务单：案例1:1998 年 11 月，福

建省南平市某医院发生 59 例臀部注射部位非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者。2009 年 10 月 9 日至 12月 27日，广东省

汕头市医院的 38名剖宫产患者中，共有 18名发生手术

切口感染。案例 2：2006年，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欣弗）经检验，

无菌检查和热原检查不符合规定，导致11人注射死亡。

事件原因:在生产过程中违反规定,未按批准的工参数

灭菌，降低灭菌温度，缩短灭菌时间，增加灭菌柜装载

量，影响了灭菌效果。问题：这么多患者臀部和手术切

口发生感染主要是何原因导致?怎么才能避免或减少类

似情况发生?什么是消毒？什么是灭菌？请结合案例讨

论医护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

2.2 课堂实施

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强化学生的思政教育，各小组学

生将课前案例讨论的情况进行汇报，其他小组成员可进

行提问和点评。教师就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通

过拓展问题，学会讨论运用。教师要对学生的讨论结果

进行总结，强调案例中的重点和难点知识，同时进一步

深化思政教育的主题。通过教师点评与总结，帮助学生

巩固所学知识，提高教学效果。同时进一步挖掘案例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再次强化学生的思政教育，做到专业

知识真正地与思政教育相融合，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课堂教学中，蕴含思政元素的案例讨论让学生在掌握专

业知识的同时提升了思政素养。

2.3 课后总结

教师课后在学习通中发放阶段性测试，检测学生在

课堂或课后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发放病原生物学的

课程思政调查问卷，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及时掌握课程

思政的实施效果，以便为后续的课程思政调整做参考。

3 教学评价

3.1 学习成绩

通过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来评价学生的学习

成绩。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考查学生对病原

生物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等。

3.2 学习态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包括

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总分1

00 分，80分以上为优秀，60-79 分为良好，40-59分为

中等，40分以下为较差。

3.3 团队协作能力

通过小组活动表现和团队合作评价来评价学生的

团队协作能力。小组活动表现包括小组讨论的参与度、

团队合作的默契度、问题解决与创新能力、团队协作效

果评估等；团队协作评价由小组成员相互评价和教师评

价组成。总分100 分，80分以上为优秀，60-79 分为良

好，40-59 分为中等，40分以下为较差。

3.4 思政素养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的思政素养，包括

职业道德观、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奉献精神等方面。

总分100 分，80分以上为优秀，60-79分为良好，40-5

9 分为中等，40分以下为较差。

4 结果与分析

4.1 学习成绩

实验组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学生（P<0.05）。这表明课程思政联合 CBL、T

BL 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表 4-1-1 两组学生的期末成绩比较[n（%）]

组别 >90 分 60-90分 <60分

试验组 12（12%） 12（12%） 12（12%）

对照组 4（4%） 4（4%） 4（4%）

P值 0.027 0.027 0.027

表 4-1-2 两组学生的平时成绩比较[n（%）]

组别 >90分 60-90分 <60分

试验组 88（88%） 12（12%） 0（0%）

对照组 65（4%） 32（4%） 3（3%）

P值 0.016 0.021 0.023

4.2 学习态度

实验组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自主学习能

力等方面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学生（P<0.05）。这

表明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结果

见表4-2

表 4-2 两组学生的学习态度比较[n（%）]

组别 >80 分 60-79 分 40-59分 <40分

试验组 68（68%） 30（30%） 2（2%） 0（0%）

对照组 45（45%） 40（40%） 8（8%） 4（4%）

P值 0.036 0.044 0.029 0.034

4.3 团队协作能力

实验组学生在小组活动表现和团队合作评价方面

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P<0.05）。这表明课程

思政联合 CBL、TBL 教学法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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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果见表 4-3

表 4-3 两组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比较[n（%）]

组别 >80分 60-79分 40-59分 <40分

试验组 77（77%） 23（23%） 0（0%） 0（0%）

对照组 35（35%） 40（40%） 20（20%） 5（5%）

P值 0.019 0.035 0.009 0.024

4.4 思政素养

实验组学生在职业道德观、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

等方面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学生（P<0.05）。这表

明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政

素养。结果见表 4-4

表 4-4 两组学生的思政素养比较[n（%）]

组别 >80 分 60-79 分 40-59分 <40分

试验组 92（92%） 8（8%） 0（0%） 0（0%）

对照组 65（4%） 30（30%） 5（5%） 0（0%）

P值 0.021 0.018 0.024 ----

5 讨论

5.1 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在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

病原生物学知识的掌握得到了显著提升。CBL 以实际案

例为基础，让学生在分析具体病例的过程中，将抽象的

理论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例如，通过分析某种传染

病的案例，学生能够深入理解病原体的特性、传播途径、

致病机制等知识，提高了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应用能力。

TBL 强调团队合作学习，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可以分享彼

此的观点和知识，拓宽了知识面。同时，团队成员共同

解决问题的过程也促使他们对知识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和整合。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了解到病原生物学在公共卫生、疾病防控等方

面的重要性，增强了学习的动力和使命感。

5.2 学习态度转变

培养了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68%的同学认为

对学习非常感兴趣，自我驱动力很强，非常积极的参与

讨论。只有 2%的同学学习积极性不高。CBL 和 TBL 教学

方法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体。他们需要主动查阅资料、分析案例、参与

讨论，这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探索精神。

增强了学生对病原生物学的重视程度。通过课程思

政的引导，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案例分析和

团队讨论中，学生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和评

价，这要求他们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5.3 团队协作方面

CBL 和 TBL 教学方培养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

力。77%的同学表示经常和团队沟通，总会主动分享知

识经验，个人贡献较大，积极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认为对个人成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小组讨论中，

学生需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其他成员进行有效

的沟通。同时，小组中也需要有领导角色来协调团队的

工作进度和方向，这为学生提供了锻炼领导能力的机会。

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学生们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培养

了他们的坚韧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团队遇到难题

时，成员们需要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这种经历有

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5.4 思政素养提升方面

课程思政融入病原生物学教学，100%的同学非常认

同病原生物学相关的职业认同感，对工作具有强烈的责

任感，90%的同学对病原生物研究中的科学精神深刻理

解，对微生物知识积极主动探索。通过课程思政，培养

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介绍我国在

疾病防控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医学工作者在抗击疫

情中的英勇事迹，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4]
。同时，让学生认识到自己作为未来医学工作者的社

会责任，增强了他们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

6 结论

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教学法在病原生物学教学

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该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

绩、学习态度、团队协作能力和思政素养，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护理人才。在今后的病原生

物教学中，进一步推广课程思政联合 CBL、TBL 教学法，

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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