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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CAT教学法的中职护理
人体解剖学教学实践

●宋梅青

　　

[摘要]人体解剖学是中职护理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知识点繁多复杂,中职学生基础与相关医学知识较为薄

弱,“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现象普遍存在.当前,人体解剖学教学以教师讲解演绎为主,学生只能机

械记忆课程知识,缺少合作探索及实践机会,难以灵活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学习主动性与学习信心

存在不足.鉴于此,笔者将 MCAT教学法引入中职护理人体解剖学课堂,在教学中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引导

其进行识记、理解、应用、讲述的递进学习,达到优化学习成果、培养学习信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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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体解剖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学生对人体解剖

学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直接影响后续专业课程的学

习效果。 但当前，中职护理人体解剖学教学大多由教师主

导，采取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中职学生对所学专业认知

不足，认为人体解剖学课程与临床实践和执业资格考试相关

性不明显，学习重视程度不高。 由于学习基础薄弱、理解

接纳能力不足，面对繁多深奥的专业术语，很多学生仅靠死

记硬背记忆知识，时间长很容易出现遗忘、混淆情况。 这

些问题都制约了人体解剖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中职护理

专业人才培养效果。

MCAT 教 学 法 全 称 为 MemorizationＧComprehensionＧ

ApplicationＧTeaching教学法，主要由记忆、理解、应用、讲

述四环节构成，各个环节相互联系、层层递进，该法符合人

们的学习记忆规律。 笔者将此教学法应用于中职护理人体

解剖学教学中，取得了理想的教学成效，具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以本校２０２３级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

样法选取２个班级，其中一个班级设为观察组(n＝７０)，采

用 MCAT 教学法传授知识，另一个班级设为对照组(n＝

７０)，采用传统教学法传授知识。 由同一个教师为２个班级

授课。 观察组学生入学前中考平均成绩为(２５７．２４±１１．３５)

分，其中男生１０人(１４％)，女生６０人(８６％)，平均年龄

(１６．４±０．７)岁；对照组学生入学前中考平均成绩为(２５５．６８±

１１．４７)分，其中男生８人(１１％)，女生６２人(８９％)，平均年

龄(１６．７±０．６)岁。 两组学生的入学前中考平均成绩、年

龄、性别构成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二)方法

１．对照组

主要采用“口头讲解＋演示操作”的传统教学方法，主

要教学材料为教材及在线教学资源。 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安

排理论课、实验课及实践课的比重。 在理论课上，教师主

要借助多媒体课件讲解理论知识；在实验课及实践课上，以

“教师讲解示范＋学生模仿练习”的形式展开教学。

２．观察组

采用 MCAT教学法，主要教学材料同样为教材及在线

教学资源。 在 MCAT教学模式下，人体解剖学教学可分为

记忆、理解、应用、讲述四个环节。 其中，记忆环节主要由

学生课前自主完成，理解、应用、讲述三个环节需要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下完成。

(１)记忆。 在中职护理人体解剖学教学中，需要学生课

前自主识记的知识一般为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都是一些

事实性信息，不需要学生去思考、分析。 识记任务难度不

高，大部分学生都能独立完成任务。 在课前，教师可借助

学习通平台发布自主预习任务与各类学习资料，指导学生预

习课程内容，初步了解课程知识，记忆其中的基本概念。

教师可设计具体的预习问题，学生在问题指引下进行针对性

学习。 同时，教师应督促学生在线完成课前测试，以便了

解学生自主学习情况，据此调整课中需要精讲的内容。



课程教学　　Kecheng Jiaoxue

９０　　　　　 前卫 　２０２４．１４

(２)理解。 进入正式授课环节，由于学生已经完成了基

本概念的识记，教师重点引导学生理解课程重难点内容，把

握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以此锻炼学生的逻辑性思维及医学

思维。 教师可围绕重难点知识设计问题链，以问题链指引

学生深入思考，把握知识本质，并引入思维导图这一思维可

视化工具，帮助学生梳理课程知识脉络，完善其认知结构。

以“消化系统的结构”教学为例，学生在识记环节对消化系

统的组成已有了基本认知与形象记忆。 在此环节教师便可

减少基本概念讲解时间，围绕课程重点知识——食物的消化

过程提出一系列层层递进的问题，让学生跟随问题进行思

考，把握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笔者所设计的问题链如

下：食物进入口腔后，经过咀嚼研磨、唾液酶的初步分解以

及吞咽，食物将被推送至咽部、食管，到达胃，经小肠、大

肠，最后食物残渣排出体外。 在这一过程中，请思考：①

咽的分部及其交通关系有哪些？ ②食糜进入食管，它们需

经过几个生理性狭窄？ 在临床上有何生理意义？ ③接着食

糜进入胃，你能说出胃的形态结构、位置及分布吗？ ④食

糜进入小肠后，需借助消化酶进一步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

消化酶(胰酶、胆汁)如何进入小肠？ ⑤食物残渣从何部位

推送至大肠？ 你知道小肠和大肠的结构特点吗？ ⑥食物残

渣会通过哪个器官排出体外？ 抛出问题链后，教师可将学

生划分为若干讨论小组，要求其合作探索问题答案。 完成

课程教学后，教师可借助思维导图呈现本课重难点知识，以

便学生进行总结与复习。

(３)应用。 经过课中知识点的串讲与探究，学生已经基

本理解了课程知识以及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但理解不

代表能灵活运用，教师需引导学生讨论经典临床案例，使其

掌握知识的应用方法。 在选择案例时，教师应优先选取具

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案例，且与教学内容及临床实际密切相

关。 比如，“胆道梗阻合并胰腺炎”以及“梗阻性黄疸病人

解白陶土样便”等案例，探讨案例能够让学生串联所学知识

以及探讨其中的内在联系，为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积累

经验。

(４)讲述。 在学生全面理解且能灵活运用课程知识后，

教师需及时帮助学生强化、巩固知识，避免后续出现遗忘、

混淆知识点的情况。 讲述环节，学生可以小组为单位，回

归本课所学内容，以思维导图或表格形式将内容呈现出来。

随后，各小组推选出一名代表，展示本组的思维导图或表

格，向大家讲述课程内容。 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内化课程知

识，又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在进

入临床后，肩负着健康宣教的重要责任，扎实的理论基础及

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优化健康宣教效果，同时，良好的表达

能力能够拉近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减少护患纠纷的

发生。

(三)考核

１．课堂评价

课堂评价包含２部分内容，即课堂小测验及课堂提问，

其中课堂小测验主要应用于课前阶段，重在考查学生自主预

习情况，为后续教学方案的调整提供参考；课堂提问主要应

用于课中阶段，主要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课堂小测验与课堂提问满分为５分，要计算学生的平时成

绩，需要综合所有的课堂评价成绩，取其平均值，确保评分

的科学性。

２．实践评价

实践评价主体为教师，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需要教师

对学生的实践课学习表现进行评价，判定学生实践操作能

力、合作探究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的发展

情况，考核满分为１００分。 在计算学生的实践评价得分

时，教师应综合所有实践课得分，取其平均值。

３．理论考试成绩

理论考试以闭卷形式开展，开展时间为学期中及学期

末，考试内容包括记忆、理解及应用３部分。 其中，记忆

部分占比５０％，主要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与重难点的识记

程度，该部分设置的题目难度较低，大部分答案来源于教材

原文，只要学生平时做到认真识记、及时巩固，就能顺利完

成相关题目。 理解部分占比３０％，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点

内在联系的把握，该部分设置的题目难度中等，一般不能从

教材中直接找出答案，需要学生分析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

系，得出科学的结论。 应用部分占比２０％，主要考核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该部分设置的题目难度

较高，学生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调动个人生活经验及实

践技能，围绕着临床案例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四)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SPSS２１．０软件录入和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x－±s
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P＜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平时成绩

对照组学生平均分数为(３．６１±０．６４)分，观察组学生平

均分数为(４．１８±０．５２)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三)实践成绩

对照组学生平均分数为(７８．２８±１２．５６)分，观察组学生

平均分数为(８６．７３±７．５５)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三)理论考试成绩

对照组学生平均分数为(６８．４４±６．８５)分，观察组学生平

均分数为(８４．１３±６．９９)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且观察组学生在理解部分得分(２４．９８±２．８８)和应用部分得

分(１４．１０±３．０５)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理解部分得分(１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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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和应用部分得分(７．５４±４．１２)，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０．０１)。

讨论

(一)MCAT教学法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应用 MCAT教学法的人体解剖学教学由识记、理解、

应用、讲述四环节组成。 在识记环节，学生需自主学习、

记忆基本概念；在理解环节，学生需以问题为指引，通过独

立思考或合作探究得出答案，建立课程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

系；在应用环节，学生需多角度分析案例，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在讲述环节，学生需自行梳理课程知识，向教

师及同学讲述这些知识。 在各个环节中，学生都处于主体

地位，教师则负责引导、提示、鼓励学生，让学生从被动学

习到主动学习，最终实现深度学习，同时养成良好学习

品格。

(二)MCAT教学法能实现师生零距离沟通

在课前阶段，教师已将各类学习资料上传至学习通平

台，学生可灵活安排自主学习时间，在优质学习资料的支持

下实现高效预习。 由于在线预习时学生的自由度更高，他

们参与预习的积极性也会更强，为预习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从教师角度来看，学习通平台的使用便于其监测学生的预习

情况，也能实现师生的零距离沟通。 当学生遭遇学习阻碍

时，可随时给老师留言，师生共同解决问题，优化自主预习

效果。

(三)MCAT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MCAT教学模式下，小组合作学习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活动。 通过开展小组学习，发挥团队效使每一位学生都能

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大胆表达个人的想法，认真倾听他人的

观点，在友好交流与思维碰撞中深刻理解课程知识，获得合

作能力、思维能力及表达能力的提升。 此外，案例分析是

MCAT教学法的重要环节，在此环节中，学生产生“学了就

能用”的感觉，从而得到学习满足感与成就感，在后续的学

习中能更加积极主动。

(四)MCAT教学法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近年来，社会对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

这要求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学生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前提。 传统的

人体解剖学教学以教师讲授、演示为主，学生独立思考、实

践操作的机会不多，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缓慢。 MCAT教

学法的应用能够为学生开辟线上学习渠道，为其提供大量优

质的学习资源，带动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增强其寻找真相的

意识，有效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五)MCAT教学法对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MCAT教学模式下，学生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则是学

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不需认真钻

研教学了。 MCAT 教学法的应用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想充分发挥 MCAT教学法的效能，教师需在课前做

好各项工作，包括凝练课程知识点、梳理知识点之间的逻辑

关系、搜集优质的学习资料等。 此外，教师还应利用空闲

时间了解最新的信息技术及相关行业的前沿资讯，并将这些

知识信息上传至在线学习平台，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同

样的，MCAT教学法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既

要在课前主动学习，识记简单知识点，又需在课中参与讨论

与讲述，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凝练、总结等一系列活

动。 简单来说，MCAT教学法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学习自

主性，若学生自制力较差，很可能会游离于课堂之外。

综上所述，MCAT教学法符合人们的学习记忆规律，

将其应用于中职护理人体解剖学教学，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

平时成绩、实践成绩及理论考试成绩，不仅能有效锻炼学生

的实践操作能力、合作探究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等，还能培养学生自信、合作、开放、严谨的品格，推

动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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