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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疾病分类》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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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翻转课堂联合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在《国际疾病分类》本科

教学中的改革实践与教学效果。方法　分别选取重庆医科大学 2018 级和 2019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专业本科生作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前者采用以讲义为基础的教学，后者采用翻转课堂联合 CBL。教

学结束后，通过理论考核、实操技能考核进行学习效果评价。采用 R3.6.3 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

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验。结果　两组学生在

年龄、性别分布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2，P=0.227；χ2=1.77，P=0.183）。两组理论考

核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8.84±8.97）分 vs. （76.01±8.65）分，P=0.140]。试验组 ICD 编码正确率

[（94.34±3.22）% vs.（91.36±2.79）%，P=0.006]、每日人均编码份数[15.41（7.90，40.97） vs. 7.22（2.33，

8.83），P=0.006]均优于对照组，试验组实操技能水平更好。结论　翻转课堂联合 CBL 有利于提高学生

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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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form practice and teaching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case-based learning (CBL) in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Methods　 The undergraduates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the classes of 2018 and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and the undergraduat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lecture-based 

learning, while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CBL. After 

teaching,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nd practical skill assessment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learning effect. 

R3.6.3 was used to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es; the t-test or the rank-sum test (Mann-Whitney U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continuous data between groups, and the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comparison of 

categorical data.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such as age and sex distribution (t=-1.22, P=0.227; χ2=1.77, P=0.18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78.84±8.97) vs. (76.01±8.65), P=

0.140].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results in the correct 

rate of ICD coding [(94.34±3.22)% vs. (91.36±2.79)% , P=0.006] and the number of coded copies per 

person per day [15.41 (7.90, 40.97) vs. 7.22 (2.33, 8.83), P=0.006], as well as a better level of practica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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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CBL can help to enhance the hands-on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among students, thereby improving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Case-based learning; Teaching reform;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Fund program: Program for Youth Innovation in Future Medicine,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W0017)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30825-01668

国 际 疾 病 分 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统一的

疾病分类方法，是医疗机构病案统计部门进行疾病

和手术编码的主要工具。ICD 作为国内医学院校卫

生信息学专业（卫生信息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公共事业管理等）的核心专业课程，教学目标着

眼于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目的，以能力为准绳，

培养出一批实用的疾病分类人才。

近年来，ICD 在医保 DRG 付费、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医疗纠纷、公安、民政等领域越来越重要[1-3]，但

ICD 教学还不能较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

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①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

学生进入岗位后，面对病案实际编码时常感束手无

策，不能很快地上手编码[4-5]。②授课教师大部分为

行业教师（医疗机构病案科工作人员），采用的教学

方 法 多 为 以 讲 义 为 基 础 的 教 学（lecture-based 

learning，LBL），授课缺乏创新性和趣味性，课堂效果

亦不佳，学生对 ICD、医疗数据统计等病案工作理解

不到位，动手能力较差[6-8]。亟须改进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以提升《国际疾病分类》课程的教学效果。

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利用各种数字资源提前自

主学习，完成知识的传递，再带着问题和思考回归

课 堂 ，通 过 课 堂 讨 论 完 成 知 识 内 化 与 吸 收 的 过

程[9-11]。它颠覆了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作业”的

教学过程，将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内化顺序进行翻

转[12]。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是一种

以案例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

法，它增强了学生团队协作、语言表达及全面统筹

分析问题等多重能力[13]。翻转课堂联合 CBL 即为教

师选择合适案例并布置问题，学生查阅资料解决问

题，强调真实世界问题解决办法，充分调动学生主

观能动性，从而提高知识迁移的能力[14]。该研究以

重庆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生为研究

对象，将翻转课堂联合 CBL 应用于《国际疾病分类》

教学中，旨在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教学对象

以重庆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本科生为教学对象，选取 2018 级本科生（n=

46 人）为对照组，2019 级本科生（n=41 人）为试验组。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每年仅有 1 个班，两组学

生在入学分班时相对随机，为了使结果具有可比

性，两组学生所用教材、授课教师和学时均相同。

1.2　教学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 LBL，以讲解肿瘤疾病为例，教学流

程如下：教师课前按照教学大纲要求的教学内容备

课；课堂中依次对肿瘤基础知识、肿瘤分类方法、肿

瘤编码方法及编码查找过程进行讲解；课后学生完

成肿瘤疾病的作业。

1.2.2　试验组

试验组采用翻转课堂联合 CBL，以讲解肿瘤疾

病为例，教学流程如图 1 所示。

课前准备：①学生在学校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观

看《国际疾病分类》肿瘤疾病知识点录制视频和

PPT，自主学习肿瘤疾病编码原则及编码实操规范；

课前
教师

网络教学视频

自主学习方案
发布

学生

观看学习

知识整合

课中

问题发现
互动交流

学生：PPT 汇报
教师：评价与指正

讨论 总结

课 后
报告提交 线上答疑

教学总结
学生反馈 改进

图1　翻转课堂联合 CBL 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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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教师依托教学团队自主研发的“以 ICD 编码错误

识别为主”的住院病案首页智能质控平台准备肿瘤

疾病相关的典型案例（包含完整的病案首页、病程

记录、出院记录、检查检验报告，手术编码病案除以

上项目外还包含手术记录），按照学号将授课班级

学生分为 5~6 组，每组 6~8 人，提前一周将脱敏案例

分配下去，各小组成员分工合作，完成病案首页

编码。

课堂互动：学生按照案例分析模板将学习讨论

结果制作成 PPT；由 1 位学生上台汇报讲解，依次汇

报案例相关临床知识点、案例编码结果、人员分工

情况等，并接收其他同学的提问。教师在关键问题

上加以引导，帮助学生分析案例，建立编码思维框

架，引导学生能够从病程、手术记录、检查检验报告

单提取主要医疗信息进行编码。

课后练习：学生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教师针对

编码相关的问题直接进行线上答疑，追踪、指导学

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1.3　学习效果评价

学习效果评价包括理论考核和实操技能考核。

理论考核主要由平时作业、平时测试和期末考试成

绩共同评定，具体设置形式为平时作业 20.00%、平

时测试 20.00%、期末考试 60.00%。实操技能考核指

标包括每日人均编码病历份数、ICD 编码正确率，通

过在医院病案科实习的编码实训计算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R3.6.3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经正态

性和方差齐性检验后以（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

（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选用 t 检验或秩和检验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

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试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年 龄 [（21.29±0.90）岁 vs.

（21.04±1.01）岁，t=-1.22，P=0.227]、性别[试验组男

性和女性分别为 20 人、21 人，对照组男性和女性分

别为 30 人、16 人，χ2=1.77，P=0.183]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

2.2　理论考核结果

基于以讲义为基础的教学的 2018 级本科生理

论考核成绩为（76.01±8.65）分，基于翻转课堂联合

CBL 的 2019 级 本 科 生 理 论 考 核 成 绩 为（78.84±

8.97）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9，P=0.140）。

从具体成绩分段的人员分布来看，试验组高于

80 分的学生占比（41.47%）大于对照组（32.61%），并

且在高分段的人数（即 90~100 分数段），试验组比对

照组多 2 人。

2.3　实操能力考核结果

根据编码实训结果分析（表 1），试验组每日人

均编码病历 15.41（7.90，40.97）份，ICD 编码正确率

为（94.34±3.22）% ；对 照 组 每 日 人 均 编 码 病 历

7.22（2.33，8.83）份 ，ICD 编 码 正 确 率 为（91.36±

2.79）%。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5，P=0.006；

U=71.00，P=0.006），试验组编码实操技能明显优于

对照组。

3　讨论

3.1　翻转课堂联合 CBL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

趣，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临床医学知识生动有趣，国际疾病分类编码知

识枯燥乏味，翻转课堂联合 CBL 将枯燥乏味的编码

理论知识以生动具体的临床案例形式展现，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并解决问题。在以往的 LBL 课堂上，学

生被动地听，不提问、不互动，学习兴趣索然。然

而，在翻转课堂实施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有强

烈的求知欲，在汇报阶段不但问题准备充分，而且

积极提问，遇到没有讲解清楚的地方会直接打断并

要求重讲。

3.2　翻转课堂联合 CBL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编码思

维能力，规范编码行为

编码思维培养是卫生信息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等学生未来从业于医院病案

管理相关工作的核心素养和价值体现。通过基于

临床案例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可以很好地引导编

码人员正确查阅和正确使用 ICD 编码工具书，翻阅

病历从病程、手术记录、检查检验报告单提取主要

医疗信息进行编码。

表1 教学改革前后实操能力考核成绩对比

项目

ICD 编码正确率[（x±s），%]

每日人均编码病历[Md（P25，P75），份]

对照组

91.36±2.79

7.22（2.33，8.83）

试验组

94.34±3.22

15.41（7.90，40.97）

t/U 值

2.95

71.00

P 值

0.006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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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翻转课堂联合 CBL 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真实

世界问题的能力，总体上提升教学效果

国际疾病分类编码是一项真实世界实践操作

性很强的技能。在实操能力的培养上，该研究显

示，翻转课堂联合 CBL 更好地培养了学生团队合

作、沟通表达和实操编码能力，但理论考试成绩两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是因为：这两种方法都

立足于实践，从课前、课中到课后，提供更多的机会

来锻炼学生自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两种

教学方法的有机融合增强了学生的编码实操能力。

但是由于学生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理论考试前的

突击复习，短期记忆虽然容量小、时间短，但足以支

撑学生参加考试，因此可能导致两组的理论考试成

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4　翻转课堂联合 CBL 带来的思考

翻转课堂联合 CBL 的实施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CBL 教学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案例，而案例的难易

程度及是否有针对性都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故教

师在平时工作中要注意收集典型案例并建立案例

库。②翻转课堂不适合大班教学，更适合实验课

堂[15]。③不是所有的课堂或者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需

要进行翻转，只需对必要的章节、必要的知识点，以

及结合学生人数、学科类别、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

翻转课堂设计。④翻转课堂要求学生在课前进行

教学视频或微课自由学习，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实

际使用的数字工具有所了解，要求学生通过网络学

习或将数字材料转换成文字材料打印出来自学。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就国际疾病分类教学而

言，各个高校需从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设置及

教学方式等方面均进行深刻改革，才能提高“医学+

工科”复合型疾病分类人才的培养质量。

4　研究局限性

试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来源于不同年级，尽管得

出两组资料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无法获得入学成绩等其他资料，故可能存在

其他的混杂因素。目前，国内高校《国际疾病分类》

课程学习效果评价主要采用理论成绩考核方式，本

研究探索将实操技能考核纳入学习效果评价，但仅

选用了每日人均编码病历份数和 ICD 编码正确率

2 个评价指标，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建立《国际

疾病分类》课程通用的技能评价指标体系将是今后

课程探索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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