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来自西南地区#通过在教学环节中采用
;/

培训模式#达

到+训用一体,效果#充分发挥学兵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双向

主动性(

!4?!&

)

!课终结束#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实验班的授课满

意度远远高于平行班*通过对课终成绩分析#发现实验班课终

成绩的各项指标也高于平行班!提示该教学方法达到增强学

兵的学习兴趣#增加学习效果提高他们的任职能力的作用!对

于提高了高原病的防治技能#有效地降低了平原部队快速进入

高原急性高原病的发生#更好地满足任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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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核医学教学模式评价研究$

杜补林!李雪娜!尹雅芙!李
!

娜!王
!

颖!李亚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辽宁沈阳
!!444!

#

!!

!中图分类号$

!

.#!6(<

!文献标识码$

!

I

!文章编号$

!

!'6!?#;<#

"

&4!7

#

!!?!764?4;

!!

核医学是一门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边缘性的临床医

学类学科#核医学功能及分子影像是现代医学影像的重要组成

部分#分子影像诊断为肿瘤靶向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直观

的影像手段!如何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核医学知识#提高学生临

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及创新能力是目前核医学教学所面临

的问题#适合的教学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病

例教学法在医学教育中普遍应用#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目前流行的行

之有效的医学教学方法#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以问

题为核心进行的研究性学习教学方式#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

考"创新能力(

!?&

)

!本研究结合两种方法#联系核医学教学实

际#对病例教学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形成以+以影像为中心"以

问题为基础,的新教学模式#应用于核医学影像诊断的理论教

学课程中#并对其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探讨其在培养应用创新

型核医学人才中的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44#

级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四年级一

大班
!;<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选取其中
!

个小班
;'

名学生为观察组#并分为两个小组进行+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

为基础,的新教学模式上课#其余
:#

人则进行教师讲授结合多

媒体的传统教学方法为对照组!

!("

!

方法

!("(!

!

教学内容
!

将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思想贯穿全书#以

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核医学教程.

为主要参考教材#按系统划分的理论课包括总论"神经系统"心

血管系统"内分泌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及呼吸骨骼系统为教学

内容!

!("("

!

教学方法
!

观察组+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

教学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

%教师针对学生目前为大学四年

级#有较好的基础医学知识并对临床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实际情

况进行相关内容的提问引入当堂课的内容*$

&

%展示本章节正

常的核医学影像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提问#依次展示典型疾

病影像进行提问分析#与学生进行充分互动*$

;

%进行适当的知

识总结及补充!如在脑血流灌注显像的教学中可首先对学生

467!

重庆医学
&4!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中国医科大学+十二五,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

e1SU&4!!4'&

%*中华医学会教育分会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

&4!&?5\?!#

%*辽

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 $

S[!<1I<<:

%!

!

作者简介'杜补林$

!:#;Z

%#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核医学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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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引导式提问$大脑的解剖结构怎样/ 血液供应是什么/ 大

脑缺血的病理生理改变/ 目前诊断大脑缺血及脑血管病变的

影像学方法有哪些/ 每种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在哪里/%#然后展

示正常脑血流灌注显像影像并进行提问式解读$显像剂及原理

是什么/ 影像表现反映的解剖或生理过程/ 如果出现脑缺血

会有什么影像改变/%#接着给出短暂性脑缺血的影像并进行提

问$该影像图片较之前正常影像有何不同/ 可能的疾病诊

断/%#最后可结合其他影像$如
)*

"

E.̂

%进行总结及补充!对

照组以传统教学法的模式#传统教学法则是按课本顺序介绍各

系统的显像剂#显像原理#显像方法#正常异常影像及临床应

用#讲授过程中穿插典型的影像图片#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接

受+填鸭式,的被动教育#教学手段主要为播放幻灯片!

!("(#

!

效果评估
!

教学效果评估是期末采用客观的理论考

试#但题型做了较大的改变#主要分为基础知识题和病例分析

题#以客观题为主并保证每题分值分配合理#其中基础知识题

占
'4

分$

'4(44=

%#病例分析题占
<4

分$

<4(44=

%!同时在课

程结束后对观察组学生进行开放性问卷调查#具体问题包括'

$

!

%本次核医学授课与平时上课有什么不同/ 是否感兴趣/

$

&

%您觉得核医学应用创新型人才应具备哪些能力#这次学习

对自己哪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 $

;

%通过核医学学习您对核医

学临床应用哪些方面感兴趣#以后是否会从事核医学工作/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以
@j=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1

检验#以
!

"

4(4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学生总成绩"病例分析及基础知识成绩比较
!

观察

组总成绩病例分析及基础知识高于对照组#两组学生总成绩"

病例分析及基础知识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见表
!

!

表
!

!!

两组学生学习成绩比较"

@j=

(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1 !

总成绩
#'(;;j6('< 6:(#;j6('& <(;6<

"

4(4!

病例分析
;7(4#j;('! ;4(#&j;(#: 7(6;:

"

4(4!

基础知识
7!(&7j7(6# <:(4!j7(;! &(!!;

"

4(47

"("

!

对新教学模式认可度
!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总结显示#

绝大部分学生认可这种教学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增加了师生互

动交流#促进了自主思考能力#对核医学实际临床应用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对知识的掌握更加深刻#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并对

一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认识到核医学人才应具有坚实的基础

知识#并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能创新性解决临床问

题#并注重自己这方面能力的提高*尤其对核医学揭示器官功

能异常方面及肿瘤分子影像很有兴趣#部分学生有表达今后从

事核医学工作的可能!

#

!

讨
!!

论

核医学是在近代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涉及多学科领域#与电子学"计算机

技术以及众多基础和临床学科高度交叉渗透#而且发展迅速!

核医学传统的教学模式始终以教师为主体#全程灌输教学#学

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差#这种教学方式不

利于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于应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脱颖

而出#尤其是对于核医学这种注重应用的科学#寻找和探索新

的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案例教学法代表着当代医学教育中比较新颖"颇有前景的

一种教学方法#它是以案例为基本教材#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让学生尝试在分析

具体问题中#独立地作出判断和决策#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

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并被证明在核医学教

学亦有其有效性(

;?7

)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美国神经

病学教授
I>HHQJC

等(

'

)首先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是一种教师

提出问题#学生查找资料#分组讨论#教师总结的教学模式#最

重要的内容就是创设最恰当的问题情境#在教材内容和学生求

知心理之间制造+质疑,#把学生引入一种与问题有关的情境过

程中#把学生需要解决的课题#有意识地"巧妙地寓于各种各样

符合学生实际知识基础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有了

明显提高#还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文献检索的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6?#

)

!

本研究结合两种行之有效经典医学教育教学方法#考虑到

严格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实施所受到很多因素$诸如

人力"财力等%的限制(

:

)

#并结合核医学教学实际#对病例教学

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形成以+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

新教学模式!在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专业课核医学影像诊

断部分理论教学中应用新教学模式#并在考核方式上做出相应

的调整#以客观题为主并保证每题分值分配合理#结果显示在

总成绩方面采用新教学模式的学生成绩高于传统教学模式#尤

其是在体现临床解决实际问题和综合分析问题的病例分析题

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也较传统教学有

一定的提高!对观察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自我能

力的提高有强烈的渴望#对核医学的学习有很大的兴趣!在临

床专业教学中采用以影像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的新教学方法

为师生互动提供良好的机会#并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不断

更新知识#成为一名终身自我教育者#这也符合我国高等医学

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这种新的教学模式适于核医学影像理

论教学#可以在核医学影像理论教学中应用推广(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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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

C@B

T

FNLDWFJFGG?BFDM

%

#

5+I

%是指一个人根据

自定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估#是对个体心理健

康的正面评价#是评价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表

明#主观幸福感与个体心理素质"健康人格密切相关(

!?&

)

!自尊

$

CFGR?FCLFF$

%是指个体在自我意象及价值的基础上对自身值

得尊重的程度或重要性给出的综合性评价!相关研究表明#自

尊是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

)

!此外#归因研究领域

的专家指出个体情感体验的产生与其对客观事物的归因认知

评价密切相连!如果个体习惯于将其取得成功的结果归因于

自身内部原因#如勤奋程度"能力水平时#就会体验到自信"自

豪"幸福等积极情感#从而提升其内在价值感*相反#当个体将

其失败的结果归因于外在原因时#则会产生更多的失落"悲伤

等消极情感#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因此#个体归因方

式的选择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医学院校大

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是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主观幸福

感高对医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将预示

着他们未来能够更好地服务患者#更好地为中国医疗事业做出

贡献!本研究旨在探讨临床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如何

受到应对方式和自尊的影响#为提高医学院校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水平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

象集体施测#发放问卷
;44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

率为
:7(;;=

#其中#男
!&!

人$

<&(;!=

%#女
!'7

人$

76(':=

%*

年龄
!#

!

&;

岁#平均$

&!(7<j!(:&

%岁*一年级学生
!4;

人

$

;'(4!=

%#二年级学生
6;

人$

&7(7&=

%#三年级学生
'!

人

$

&!(;;=

%#四年级学生
<:

人$

!6(!;=

%!

!("

!

方法

!("(!

!

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评定
!

该量表将测

量个体归因类型的心理控制方式分为以下
;

种'$

!

%内控性$

^

%

测量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并驾驭自己生活的程度*$

&

%有势

力的他人$

/

%测量人们相信他人能够控制并驾驭自己生活的

程度*$

;

%机遇$

)

%测量人们相信机遇能够影响其生活事件与

结果的程度!

/̂)

量表共计
&<

个条目#每个条目以
6

分制评

定*每个分量表包含
#

个条目#分值为
4

!

<#

分!

!("("

!

自尊量表$

585

量表%评定
!

本量表由
!4

个条目组成#

分数按四级标准评分#

!

为非常符合#

&

为符合#

;

为不符合#

<

为非常不符合#分数设置为
!4

!

<4

分#得分越高#其自尊程度

越高#该量表的
)HQMB>NO

系数为
4(66

#

-

系数为
4(#;

(

<

)

!

!("(#

!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评定
!

该量表共
<#

题#采用四

点计分#

4

分为负面态度#

!

!

;

分为不同程度的正面态度!得

分
<#

分以上的被试者表示其幸福感倾向正面态度#得分在
:'

分以上者#则对幸福感有较强程度的正面态度#分数越高者表

示个人主观幸福感愈高!因原量表当中部分题目的用词与大

学生当前的生活状况不符#因此对这些题目的用语加以适当修

改#修订过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4(:;

#效标

效度为
4(#7

#内部一致性
)HQMB>NO

-

值为
4(:7

(

7

)

!

!("(C

!

施测程序
!

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中分层随机发放问

卷施测!由研究者担任主试#统一指导语#在课堂上发放问卷

并要求被试现场匿名独立填写#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

人口统计学资料!将被试在自尊量表的得分划分成低自尊组"

中自尊组和高自尊组#区分标准为样本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

差'量表分数低于平均数
!

个标准差以上的为低自尊组*高于

平均数
!

个标准差的为高自尊组*其余则归为中自尊组(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4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j=

表示#对问卷进行描述统计"差异检验"方差分析"

相关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以
!

"

4(47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状况
!

临床本科生中女

生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j!<(46

%分#男生的主观幸

福感平均得分为$

'6(;7j!;(!<

%分#二者都高于代表+倾向正

面态度,的
<#

分#低于代表+较强正面态度,的
:'

分#表示临床

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良好#且不同性别临床本科

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7#

#

!24(<;

%!

"("

!

自尊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临床医

学专业本科生中高自尊组$

"2':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

$

#'(<7j!7(4&

%分#显著高于低自尊组$

"2!4&

%学生的得分

$

76(<&j!;(!<

%分和中自尊组$

"2!!7

%学生的得分$

'#(6&j

!&(4;

%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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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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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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