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磨牙金属全冠预备中#

2

*

!

两组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P

&#通过多媒体资料学习比传统教师演示有更好

的效果)

D

!

讨
!!

论

在口腔修复学以往的教学过程中#传统的文字和平面图形

让信息的获得者无法或者很难获取完整的形态学信息)在实

验中选择性使用多媒体课件对形态及抽象的内容进行演示性

教学#相关视频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直观*生动#使学生对口

腔牙体*牙列形态不再陌生#提高了学习效率)口腔修复学数

字化教学资源库的应用选择的是口腔修复学实验操作中最基

本#且方便评分的两个项目)评分细则参照0口腔医学实验教

程附册1#具有极高的可行性及易操作性)

另外实验对象选择的是未进行过任何口腔专业课训练的

学生#以保证实验的真实性#减少实验对象自身因素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同时在实验过程中#采用随机分组)授课时#课堂

授课
2

*

!

组同一内容均由同一名教师授课)同样#评分时同

一名教师盲评同一个项目#以保证实验的公正性)

在上颌印模制取的实验教学中#

2

组采用的传统教学方

式#而在右下颌第一磨牙金属全冠预备的教学中#

2

组通过多

媒体课件进行学习)在上颌印模制取中
2

组代表的传统教学

方式效果不及多媒体课件教学#而在右下颌第一磨牙金属全冠

预备的学习过程中#

2

组进行多媒体课件教学#比
!

组的传统

的教学有更好的效果)说明
2

*

!

两组学生自身因素对本实验

无明显影响)

本实验只选择了口腔修复学中两个较为简单基础的课程

进行研究#但是已经充分说明了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可以使学生在对于口腔各种形态学问题的理解学习有更加生

动形象的认识)可以为学生打下更扎实的形态学的基础#使学

生对于更深入的学习有良好的准备和兴趣)

因此建立口腔修复学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合理应用多媒体

教学#通过表达实体的真实外形和多角度观察的特点#加强了

图形*图像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提供模仿现实情形#以增强教学

的实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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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46;,45>47E804,?4,;>;54

#

O!-

&教学的目的不

仅是提高学生
O!-

相关知识的水平#转变态度观念#掌握

O!-

的方法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应用
O!-

于临床实

践中#提高临床决策水平#最终使患者受益'

%7&

(

)内分泌代谢病

学科是专科特色较强的一门学科#是目前
O!-

研究最多的学

科之一)以往应用常规教学方法#实习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较低#知识掌握和动手能力差)有研究显示#在临床见习中引

入
O!-

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获取

O!-

证据的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本研究通过运用循证教

学理念指导学生进行临床实习教学#以期探讨其对学生学习行

为*临床实践能力的影响)

B

!

方
!!

法

对
&))A

$

&)%)

年临床实习生进行随机分组的对照研究)

根据临床实习生轮转安排#采用随机数字法按实习轮次进行随

机分组)常规教学组$

#[()

&沿用现有临床实习带教模式%循

证教学组$

#[*+

&在每一轮实习的第
%

天首先进行
O!-

理论

的教学#以后每周下午
*

次循证教学#提出在内分泌科临床实

习中的要求和准备工作#然后将实习学生分入每一个临床教学

小组中分管临床患者#根据自己分管的临床患者的病史*体格

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进行文献检

索*查阅资料和专家咨询等方法获取针对该患者诊疗问题最好

的临床研究证据#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提出自已对下一步诊疗工

作的建议#在实习小组中每周进行
%

次教师指导下的病例讨论

后有选择地将讨论结果应用于临床患者并观察实施效果)具

体方法如下)

B'B

!

理论学习阶段的教学方法
!

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对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肾上腺疾病*甲亢等内分泌疾病

进行诊断*危险性评估和治疗流程确定#其后主要由教师提供

研究证据#进行临床病例讨论式教学)基本步骤!$

%

&由教师提

供模拟病例$通过多媒体*投影或
f/"

*网络等形式完成教学

课件的制作&%$

&

&让学生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

*

&教师提供

所查寻的相关临床研究证据%$

(

&师生共同评价研究证据的真

实性*临床重要性#最后结合病例具体情况将证据应用于该病

例的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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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

临床实践阶段的教学方法
!

每天
%

次由学生报告在临床

实践中遇到的病例#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查寻到的最新

研究证据#师生一起讨论*评价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最

后结合具体的病例制订治疗方案)此环节中教师的作用在于

指导学生采用正确的检索策略和途径#全面地查寻研究证据#

正确评价文献的真实性和临床价值#结合具体患者的情况#合

理应用循证证据于具体患者#并观察疗效)

B'D

!

教学效果评估

B'D'B

!

定量考核
!

每位实习生在学习结束后均接受满分为

%))

分的笔试测试#并进行病例分析和临床技能的考核)

B'D'C

!

教员评学
!

采用调查表的方式通过医师了解每位实习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习的兴趣*理论知识*基本技能*

工作态度*表达能力*沟通技巧*团队精神等
+

个方面内容#并

作出满意*基本满意*一般几个档次的评估)

B'D'D

!

学生评教问卷调查
!

对
O!-

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学生对
O!-

理念指导下的教学评价)问卷内容包括

O!-

教学是否能够强化基础理论知识#是否有利于临床技能

的掌握*扩大视野*开拓思维*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是

否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以及是否赞成该教学

方式等问题)

B'D'E

!

教学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

本研究采用自填问卷调

查#调查学生对文献的关注情况#调查于实习前
%

周学生第
%

次填答#实习最后
%

周第
&

次填答#比较学生在不同教学方法

对知识*态度*行为方面的差异#以学生查阅文献的时间表示)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数理统计软件
.T..%%')

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两组学生间笔试成绩比较采用
=

检验#满意度比较采

用
,

& 检验#

K

#

)')P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实习出科进行定量考核#初步研究显示#

O!-

组实

习生理论学习的效果与常规教学组相当#但临床实践能力*病

例分析能力均好于常规教学组$

K

#

)')P

&#见表
%

)

表
%

!!

定量考核表#

M_1

$

组别
#

病例分析能力 临床技能 理论考试

常规教学组
() A*'%_&'A A)'+_*'B +B'%_B'1

循证教学组
*+

A('(_&'&

"

A&'*_&'*

"

+1'1_B'*

!!

"

!

K

#

)')P

#与常规教学组比较)

C'C

!

教员评学
!

采用调查表的方式调查教员评学的效果显

示#教员对常规教学组实习生的满意率为
&P

"

()

$

B&'PS

&#对

循证教学组实习生的满意率为
*&

"

*+

$

+('&S

&)引入
O!-

教

学组实习生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习的兴趣*基本技能*

工作态度*团队精神等
+

个方面评估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常规

教学组$

K

#

)')P

&)

C'D

!

学生评教问卷调查
!

对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

生对两种教学理念指导下的教学效果的评价)问卷内容包括

教学方法是否能够强化基础理论知识#是否有利于临床技能的

掌握*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是否有利于提高自学能力

和临床思维能力#以及是否赞成该教学方式等问题)结果显示

学生对常规教学方法总体满意度为
&B

"

()

$

BPS

&#对循证教学

组实习生的满意率为
*(

"

*+

$

+AS

&)引入循证教学教学组学

生在内分泌理论学习的主动性*学习的兴趣*临床技能等
+

个

方面评估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常规教学组$

K

#

)')P

&)

C'E

!

教学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

本研究采用自填问卷调

查#以调查学生每周对阅读专业文献的时间作为评价学习行为

的指标)结果显示#两组实习前文献查阅时间无显著差异#而

采取不同教学方法则存在明显差异#引入循证教学方法的学生

对阅读文献的时间显著高于常规教学方法组$

K

#

)')%

&#见

表
&

)

表
&

!!

实习生对文献使用关注比较#

M_1

$

组别
#

实习前$

=

& 实习后$

=

&

常规教学组
() )'++_)'BB %'%+_%'%&

循证教学组
*+ )'A%_)'1%

%'B(_%'*1

"

!!

"

!

K

#

)')%

#与常规教学组比较)

D

!

讨
!!

论

O!-

是近年来现代医学实践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

学科#其核心内容是医疗决策应当尽量以客观研究结果为依

据#即在个人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从日新月异的医学科学发展

中获取最新*论证度最高的论据#从而不断地提高临床诊疗水

平#更好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对于这一新学科#如何应用

于临床教学#让医学生较早地接触新学科#可能有利于临床理

论及技能的结合)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新的临床

医学教育观#其实质是一种新型高效的终身学习的临床教育理

念'

*

(

)最近国内一些院校在研究生教育中开展了循证医学#对

提高医学研究生
O!-

知识的效果显著#对待
O!-

的态度和

行为也有一定的提高'

(

(

)有报道将循证实践的学习方法引入

急救医学教学#显示引入循证实践的学习方法较常规方法教学

效果显著'

P

(

)内分泌代谢病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实习内容

多#循证证据也十分丰富#在临床实习阶段引入循证医学是否

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如何开展值得探讨)为此#本研究顺应临

床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引入
O!-

的概念*思维和方法并将

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临床实习作为临床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的是通

过实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际临床工作的能力#加强医学

生的素质培养#因此在此期间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显得十分重

要)而内分泌学科内容繁多*涉及范围之广#多数学生反映学

习枯燥#难以理解*记忆#教学目标不易明确等难题#给提高教

学效果*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带来很大困难'

B

(

)本研究在实

习中引入
O!-

内容#主要讲解内分泌代谢学科的
O!-

概念

及内分泌代谢病的临床研究#使学生对常见病的诊疗目标更加

明确#重点突出#明确了学习方向#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

力和临床工作能力#对教学的帮助很大)从研究的结果分析#

引入
O!-

教学法的学生笔试成绩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临床

实践能力*病例分析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反映在学习结束后

实际工作能力的各个方面经过老师的评估#其满意程度明显高

于常规教学组学生)如过去多以课本教学为主#很少涉及最新

研究成果#使学生不清楚治疗的近期和远期治疗的结果#如对

糖尿病患者的降糖*调脂治疗达标的意义不清#通过在教学中

讲解
WYT".

*

"//D

和
/2]".

等研究#让学生了解到好的治

疗方案为患者带来显著治疗效果)

目前#临床实习教学中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日显突出#它

以+教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教材为主,#主要表现为注重基础

理论知识的强化学习和临床经验*惯性临床思维方式的传授#

而忽略了学生的学习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及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的培养'

1

(

)作为临床实践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教学目

的不仅是注重理论*临床技能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主动学习和临床科研思维能力)本院在教学中引入
O!-

内

容#极大的激发了学习兴趣#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变化)与常规

教学组比较显示#引入循证教学方法组的学生阅读文献的时间

显著高于常规教学组#近
B)S

的学生通过$下转第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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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异常高信号#有利于病变的早期发现)本例
/T-

在症状出

现后
&,

行
-]M

检查#病灶
"QM

成像呈高信号#

2"/

值较邻

近正常区轻度降低#可能此时形成血管源性水肿#血管内皮细

胞渗透性损伤#细胞膜完整性破坏#少量大分子物质及水分子

外渗出细胞外间隙成为游离水#病变区组织含水量轻度增加#

水分子扩散程度增大#但仍低于正常值)

本例
/T-

治疗
%),

后症状未见明显好转#

-]M

复查显示

D

&

QM

呈高信号#而
"QM

则呈低信号#

2"/

值明显升高#推测

可能是由于血管内皮细胞渗透性损伤加重#使得富含血管的灰

质在局部释放大量髓鞘毒性物质#作用于脑桥白质#使其发生

髓鞘溶解*髓鞘脱失#细胞皱缩#水分子大量外渗出细胞外间

隙#扩散程度明显增大'

+

(

#与临床预后相符)而病灶周边高信

号可能是水肿挤压邻近细胞#由于
D

&

穿透效应$

0=;547:=<9H

@

=

4GG4>:

&所致'

A

(

)

/<8?4<

等'

B

(报道的
&

例
/T-

中#

%

例与本例相似#诊断

时为非急性期#

2"/

值轻度减低'$

)'B&_)'%%

&

V%)

e*

??

&

(#

患者预后差#于四肢瘫痪发生
&%,

后死亡%另一例为急性期#

2"/

值明显减低'$

)'*A_)'%(

&

V%)

e*

??

&

(#治疗后临床症

状好转#

&%,

后复查时
2"/

值恢复正常#而
D

&

QM

高信号持续

存在#

%)

周后才基本消失)分析其最初
D

&

高信号是水肿和

$或&髓鞘脱失所致#症状好转后的
D

&

仍呈高信号则可能是纤

维胶质增生引起)

"4<6;09

@

3H

等'

1

(报道
%

例
/T-

治疗
B,

后

症状逐渐恢复#

2"/

值的恢复同临床症状的恢复基本是平行

的#而
D

&

QM

上高信号持续存在#

(

个月后异常高信号才基本

消失#提示
"QM

更有助于预测
/T-

的预后)

同时
"QM

有助于
/T-

与脑桥区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相鉴别#如脑肿瘤*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和多发性硬化等#其

2"/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高'

%)

(

#而神经精神症患者的
2"/

值基本正常)脑桥急性期梗死虽然
"QM

呈显著高信号#

2"/

值明显减低#与急性期
/T-

相似#但梗死病灶范围常位于脑

桥的一侧$图
*

&#与
/T-

病灶对称性分布不同%并且结合有无

高血压*

DM2

及基底动脉血栓等临床病史#两者不难鉴别)

综上所述#

"QM

成像在描述
/T-

早期病变范围和提示预

后方面更具优越性)不但能够从形态学角度观察病变#而且可

以从分子微观水平对病变的功能代谢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从而

能更好地指导临床诊治#以提高治愈率#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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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M#O

和其他数据库查阅相关学习内容#并能在临床实践

中应用和提出问题)提示教学方法应随着信息获得的便利#教

学内容增加一些循证证据的研究#满足了学生渴望新知识的需

要#也丰富了所学知识#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评价也显著

好于常规教学方法)

本调查结果显示#与常规教学模式相比#在临床实践中引

入循证证据#建立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础上的教学方法#

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习的兴趣*临床

思维*表达能力*沟通技巧和人际交流能力)本研究的意义提

示#在临床教学中#应该在常规教学中更多地融入循证证据#大

大提高教学的效果#为今后临床教学改革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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