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在成人医学教育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能明显增强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性'以往学生只能在当堂课后

或有限的实习课后向教师提问#而通过网络精品课程建设平台

和教研室公共邮箱#学生可以随时与授课教师沟通#及时解决

学习中的困难'网络课程中的视频材料增加了学生对实验诊

断学内容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学习成绩

明显提高'在成人教育中开设网络课程#可有效解决学生工作

与学习之间的矛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时间#科学地安排

学习计划#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从而提高成人

高等教育质量(

J

*

'

尽管如此#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

究'本课题中#

.--?

级辅助教学班学生的最低分和及格率有

所提高#但
3

个年级的优秀率和及格率没有明显差异#优秀率

甚至不如前
.

届学生#分析其原因#考虑为实验诊断学考试内

容中需要记忆的知识较多#而这部分内容需刻苦学习才能获得

好成绩#仅依靠网络课程学习难以奏效'医学是一门经验科

学#医学网络课程虽然可提供典型的病例)完整规范的操作)手

术程序#甚至是视频演示#但这都不能代替临床实践操作#而教

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心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8

*

'成人教育

实验诊断学的实验课时明显少于全日制学生#而教学视频不能

取代实际操作#本教研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拓展'

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对学生学习有益#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教

学)业务)计算机水平的综合提高'在网络课程中不仅要求教

师课件制作符合教学大纲#突出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方便学生

预习)学习与复习&还需要教师在课件制作时合理地应用多媒

体教学技术#以音像)电视节目)视频资料)网络信息及图片作

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使演示课件做到信息量丰富)图文并茂#从

而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J

*

'网络课程对课件制作的高

要求使教师自身也不断学习#以掌握最新的计算机与网络

知识'

网络课程辅助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能

力#它在成人医学教育专升本医疗系实验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但是#成人高等教育以成年人为

主体#学生年龄差距较大#且以在职学习者居多#文化程度参差

不齐#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薄弱#因此#尽管网络课程辅助

教学对成人医学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值得推广#但课堂教

学仍是成人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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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查房是培养医学生临床观察)诊疗)思维和决策

以及学习处理医患关系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教学查房多以教

师讲解为主#辅以问诊与查体纠错#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对疾病

诊断与鉴别诊断进行分析)讲解#介绍学科进展等#学生除汇报

病史外#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尽管也有启发式提问#但仍未

摆脱灌输式教学模式的桎梏'本研究旨在探索案例教学法

$

KOH$&<OH$CT$O%IFI

M

#

'0@

%与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

%E<&

T$N&<OH$CT$O%IFI

M

#

/0@

%在教学查房中的作用#建构医学生符

合现代医学模式的知识结构和临床经验#提高其分析和解决临

床问题的能力'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B

级临床医学儿科专业七年制实习

生
B?

人#将其分为
7-

个实习小组#分布在全院
7-

个病区#每

组
B

!

J

人'

A=B

!

操作指南
!

分别编印0教师操作手册1)0学生操作手册1

及+操作流程图,发放参与师生'0教师手册1内容以引导教师

的查房备课为主#主要包括!查房基本情况)查房目的)病例选

择及准备)教学方法与手段)查房重点难点)思考题)学习路径

指导)执行查房内容)案例教学的自我分析)对同学参与情况的

评价等&0学生手册1以引导学生进行病例讨论与分析为主#包

括!病历摘要)病史特点)初步诊断及依据)需要鉴别的疾病)进

一步辅助检查及意义)治疗要点)诊疗计划)健康教育要点)相

关医学伦理与心理问题)复习与思考)对教师查房质量的评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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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

教学查房
!

采用案例为基础)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查房#每

月
7

次&传统讲座式教学查房#每月
3

次'选择临床不太典型

的或较疑难的病例进行示教'教师查房流程为!选择病例
+

查

房准备)备课)撰写教案
+

督促指导学生讨论
+

主持查房讨论

会
+

总结归纳
+

评价学生
+

回顾与自我小结&学生查房流程

为!以小组为单位熟悉病例
+

整理病史摘要及病史特点
+

小组

讨论提出问题并分工查阅资料文献)提出解决方法
+

参加查房

讨论
+

教师总结
+

评价教师
+

回顾与自我小结'

A=D

!

问卷调查

A=D=A

!

问卷设计
!

设计分别针对教师与学生的+及时性评价,

和+终结性评价,调查问卷'问卷依据改革实施情况和研究目

的设置相关问题#按基本资料)行为资料)态度资料的类别顺序

和内容顺序排列问题&以封闭式问题提问#提供假定的被试行

为或态度备选#主要采用单选#并呈等级式排列&在师生各自的

问卷中#关于态度资料方面的问题趋于一致'调查前#经过
7-

人预调查后由专家组对部分不适合条目进行修订和删节'由

课题组以外人员统一发放问卷#同一类型在同一时间采用同一

问卷和匿名方式#由被调查者自己填写后统一收回'

A=D=B

!

问卷内容
!

以传统教学查房方法为对照进行主观评

价'及时性评价问卷以查房是否按规定程序和查房质量评价

为主#包括!查房质量$重点和针对性)病史体征指导与纠错)思

维启发和拓展)结合临床介绍进展)示范与指导医患沟通)是否

重复课堂内容%)查房组织$查房准备)学习路径指导)查房氛围

与互动%)收获与体会等'终结性评价问卷以整体教改活动对

个人知识)能力影响程度的评价为主#包括!学习兴趣)学习能

力)交流能力)临床知识与应用)临床思维)健康教育)临床工

作)学习效果等'

A=E

!

统计学处理
!

回收的问卷用
6WK$T

软件建立数据库#采

用
1/1173=-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问卷进行
'%EI<OKP

+

信

度系数检验'

B

!

结
!!

果

根据学生手册记录#教学查房
77J

次#涉及三级学科亚专

业
7.

个#病种
;;

个&

7

年内人均参加查房
77=J

次#累计
8-8

人次'

B=A

!

学生评价

B=A=A

!

及时性评价
!

每组每次查房后#各组学生分别对本次

查房的组织与质量进行无记名问卷评价#累计调查
8-8

人次#

有效问卷
J?B

份#回收率为
?8=;D

'问卷信度系数
'%EI<OKP

+

f-=8BJ

#推断此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较高#可信度较好'调查

结果显示
?B=8D

的学生认为病例选择恰当&

83=BD

的学生熟

悉所查患者的情况&

?,=;D

的学生认为对其临床思维的提高有

较大帮助&

.?=7D

的学生认为查房与课堂内容有重复&

?7=,D

的学生表示喜欢和较喜欢'

B=A=B

!

终结性评价
!

发放调查问卷
B?

份#回收有效问卷
B?

份#回收率为
7--=-D

'问卷信度系数
'%EI<OKP

+

f-=83.

#推

断此问卷的内在一致性较好#信度较好'调查结果显示
J8=BD

的学生每次查房前的准备时间超过
3P

#其中超过
8P

的占

77=,D

'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查房显著或较大地提高了学习

兴趣和学习效果&

B.=8D

的学生认为查房对临床思维培养有较

大和显著帮助&

B;=.D

的学生认为查房显著和较显著地提高了

合作学习能力&

;8=-D

的学生认为查房以间周
7

次或每周
7

次

为宜#

3-=,D

的学生认为查房每月
7

次为宜&

,B=,D

的学生表

示喜欢和较喜欢教学查房#

?B=8D

的学生推荐将其作为常规教

学查房方法'

B=B

!

教师评价

B=B=A

!

及时性评价
!

每次查房结束时#查房教师对学生情况

进行及时性评价#共
77J

人次#由担任查房的不同教师采用同

一问卷对学生的查房准备进行评价#问卷信度系数
'%EI<OKP

+

f-=B..

#推断此问卷的内在一致性一般#信度可以接受'结

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按老师要求进行查房前的准备#

8J=8D

的学生查房前熟悉所查患者情况#

J.=8D

的学生查房前

进行了认真讨论#

8-=.D

的学生查房前复习了相关理论知识#

?7=,D

的学生查房时积极参与讨论#

?8=8D

的分管床位实习生

认真汇报病史'

B=B=B

!

终结性评价
!

参加调查的查房教师
.8

人#发放调查问

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7?

份#回收率为
8B=,D

'整体问卷信

度系数
'%EI<OKP

+

f-=J.J

#问卷的内在一致性尚可#信度可以

接受#调查结果可信'所有教师们均认为该查房体现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

?,=JD

的教师认为查房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8,=.D

的教师认为查房对学生临床思维培养有较大的帮助&

?,=JD

的教师认为查房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J3=JD

的教

师认为学生喜欢'

B=B=C

!

教师自我评价
!

教师每次查房前的准备时间超过
3P

的占
8,=7D

#他们认为查房频率每月
7

次为宜的占
,J=,D

#认

为查房宜间周
7

次或每周
7

次的占
,J=3D

&

8?=;D

的教师认

为该方法可以强化查房的目的与重点&

J?=-D

的教师认为查房

可显著或较显著地督促自己进行启发性教学#

88=?D

的教师认

为提高了教学查房的水平&

8,=.D

的教师认为查房可激发其教

学热情&

J3=JD

的教师表示喜欢和较喜欢教学查房'

C

!

讨
!!

论

在查房前的准备中#师生准备时间接近'与既往常规查房

相比#教师投入了大量时间用于备课准备和组织工作#常规查

房中学生几乎是不做任何准备的'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增强

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提高合作学习能力)临床工作能

力)交流能力)开展健康教育的能力以及对临床思维培养是否

有较大和很大的帮助方面#教师们认同感明显高于学生#这可

能与教师认同教学方法且可以观察到学生能力变化有关#而学

生通过自我感知和观察进行客观评价比较困难'表示喜欢和

较喜欢查房的教师所占百分比高于学生#但认同查房频率或要

求增加查房频率的学生所占百分比高于教师#经调查发现#这

与师生查房投入时间过多有关#临床教师虽然喜欢但因工作压

力太大#不认同过高的查房频率#而医学生虽然觉得花的时间

较多#但对自己很有价值而希望增加频率#几乎所有的师生都

建议将其作为常规教学查房方法'

临床教学查房是针对医学实习生和低年资临床医师进行

的经常性的教学活动#其目的是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对其

进行临床思维方法的培养'医学生通过
,

年的学习#能够借助

于已有的基础理论知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认识)理解和把握

那些没有直接感知过的事物#形成基本的)零散的)表面的临床

概念以及初步认识临床现象的经验#具备了一定的对典型疾病

的临床判断能力'然而#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继续学习)实践#完

成对客观事物反映的认识飞跃#即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和理性认识到新的实践的飞跃'临床教学查房是集中展示)推

进这种临床思维过程和运用临床思维方法的教学形式#其方法

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直接影响着教学查房的质量'传统的以教

师为主体的教学查房在形式上采用了注入式)机械式的教学方

法#使教育过程成为一种单向的教育行为#在此环境下#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此外#无视患者存在的侃侃而谈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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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为模特的床旁教学查房#不仅给患者的躯体带来痛苦#还

给其带来精神压力'脱离患者的教学是空洞的#以患者为教具

的教学是背离人性的#改革传统教学查房的方法#创造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患者为中心的教学查房方法的意义也不仅

仅是提高查房的质量#更在于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医学模式

和现代教育思想'

'/@

和
/0@

是目前国外使用广泛的教学方法#体现了教

学论的人本化思想和现代心理学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符合

人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和发挥自身主体性的客观规

律(

7&3

*

'+以案例为基础)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查房吸取了
/0@

启发性好的优点#又采纳了
'0@

基于临床实际可控性强)学习

效率高的优点(

,

*

&同时#还避免了
/0@

可能对+患者中心,的弱

化#也克服案例教学+纸上谈兵,的尴尬#实现了从单一的+患者

中心,或+学生中心,到+患者为中心)学生为主体,的整合#有利

于建构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知识结构和临床经验#激发和提高

了学生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

综合运用
'/@

和
/0@

教学法#构建
'/@

学习引导与
/0@

学习促进模式(

;&8

*

#引导学生以患者为中心#在医疗服务中收集

临床诊治所需要的材料#围绕临床病例以小组讨论方式引导发

现问题)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以指导学习路径)分工查

阅资料#培养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意识与能力&从本专业

到交叉学科专业的领域去学习和思考#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学会解决问题的技巧#实现基础和临床知识的结合#建构相应

的学科知识与临床经验#通过案例讨论)分析)总结#加深对临

床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从正向到逆向)从纵向到横向)发

散进行思维训练#掌握不同临床情景下的临床思维规律#循序

渐进培养临床思维方法'

与+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理念不同#在教学改革的

过程中#教师扮演着编剧)导演)节目主持人)督导)咨询师)智

囊)仲裁者等多种角色#教师在指导学生采集案例)小组讨论)

归纳总结的过程中不断主动地思考和体验教学思想#对临床案

例的多维度解读与研究#教学过程中的互动与反思#不仅对教

师自身的临床能力有较大的提高#也有利于他们对教育理论的

理解#从而提高其临床教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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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水洗
+

酶洗
+

清洗
+

消毒
+

冲洗的步骤#保证其达到彻底消

毒'清洗时加酶清洗)浸泡非常重要'用于内镜清洗的多酶洗

剂含有蛋白酶#淀粉酶以及脂肪酶等多种高效酶成分#能有效

分解沾染在胃镜内腔中的血渍)消化液以及由绿脓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以及大肠埃希菌形成的生物膜结构#增加胃镜的洁

净度#从而有效提高清洗后的消毒效果'与未用酶清洗的胃镜

消毒合格率比较#用酶清洗后#胃镜的消毒合格率较高

7?D

(

J

*

'因此#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不能为了节约成本而取

消酶洗步骤'

C=U

!

加强监测#严格督查
!

对胃镜室的空气)床单)电脑键盘

及医护人员加强监测(

8

*

'不定期对胃镜及附件)活检钳)消毒

液等进行细菌采样培养监测'对相关责任人实行责任制#若发

现各种违规行为#要进行责任追究'

通过完善胃镜室合理布局#配备专业清洗)消毒人员#加强

医护人员责任心#严格掌握和认真执行0规范1#强化胃镜室规

范化管理#严格监督#才能有效预防胃镜检查所致医院感染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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