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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基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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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案例

式教学法'

DFL)0FL)K()FDQ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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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影像诊

断专业实践课程!两种教学方式是可以互相协调#互相促进!明

显提高教学效果!并且能明显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

%

"

超声诊断是一门以识图为基础的实践性很强的影像课程!

每种疾病#不同个体影像图像的表现不同!实践教学对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择在超声诊断实践教学已进行的

#@4

结合
X@A

教学的初步应用基础上$

-

%

!探讨改进后的联合

教学研究效果!问题分析及持续改进对策"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授课教师共
-

名'副教授
'

名!副主任医师
'

名!讲师
+

名()授课题目*先天性心脏病的超声心动图诊断)授

课对象为
+<<8

级及
+<'<

级医学影像系本科学生见习组!每小

组共
,

学时"采用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医学影像学/第
2

版"

课堂教学目的*学习从专业的角度辨识声像图!理清心脏组织

结构!发现病变!并结合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及其他影

像学检查等分析及鉴别诊断先天性心脏病"

>1?

!

方法
!

采用
#@4

结合
X@A

教学方法!本次超声诊断实

践组学生总人数
+-+

人!分为
'2

小组!每小组
',

!

'2

人!提前

+

周将病案资料'多媒体幻灯课件(发给各组!各组在
+

周内通

过查阅专业教科书#上网及临床见习机旁咨询等方式进行资料

收集#分析!课堂安排分为两阶段!第一部分学习时间
2<:G*

!

按小组进行分组讨论!带教老师课前将参考问题发给学生组

长!由组长主持讨论!适时提出问题引导学员讨论!由带教老师

在课堂最后进行小结'图
'

()第二部分由一位带教老师对案例

进行归纳总结!时间
2<:G*

!着重讲解此疾病超声图像的特征

表现及如何认识异常表现"分组讨论中!超声图像分析时间为

'+:G*

!占这部分总学时的
'

&

?

)归纳总结中!超声图像分析时

间为
,<:G*

!占这部分总学时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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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1>

!

学生反馈
!

见习组学生均认为
#@4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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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灵动#课堂活跃!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方法!但讨论诊断较难"主

要原因是本专业实践课程分属于
,

个教学医院!各教学医院

#@4

教学方案不一!尚未统一安排系统的循序渐进的
#@4

学

习)同时学员均对
d

线表现#

XA

表现#实验室检测#心电图表

现等相关信息不熟悉!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出其中关键部分并将

其相关联在一起进行讨论)由于机旁学习次数少!正常超声图

像学习时间少!不熟悉超声图像的各种表现!难以分解超声图

像#识别异常组织结构及发现异常血流信号!对于大课未讲授

的疾病诊断难以通过此类学习方式来掌握!学生组长表示引导

讨论比较困难!难以控制时间"

图
'

!!

分组讨论的内容安排顺序及学生主体时间分配图

?1?

!

带教老师反馈
!

#@4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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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优点表现在*学生们

课堂讨论积极性高!主动性强!愿意主动分享!部分同学理论基

础扎实!能达到分析有据可依!最突出表现在于有学生主动采

用绘图方式进行解剖分析!探讨诊断及鉴别诊断的机制"教学

出现的问题表现在*前半段课程学生们较紧张!部分学生专业

知识基础不扎实!前期主动学习能力未被合理开发!分析识图

能力较低!课外准备不充分!资料不完整#欠缺"'

'

(学生方面

出现的问题*由于见习组学生的上机经验匮乏和对超声图像的

认识及综合分析能力不足!导致分析角度比较局限!难以展开

深入讨论)由于大课未讲解课堂中先心病的相关知识!学生较

难独立诊断)另外!学生组长初次扮演引导讨论角色!缺乏经

验!不熟悉教学进程及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驾驭课堂节奏

较难"'

+

(带教老师出现的问题*学生人数过多!课时数较少!

带教老师对学生了解受限!少量课程不足以逐一客观评价每一

个学生"

!

!

讨
!!

论

#@4

教学及
X@A

教学作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两种新型

教学方法!已被教学部门合理结合在一起!应用于影像诊断专

业!能互相协调#互相促进!明显地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已有学院构建了医学影像
#@4

网络教学平台!拓展了
#@4

教

学的方式$

?&5

%

"

#@4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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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特色在于*将临床上典型

病例的资料!如图片#文本#声音#视频等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将

疾病中的抽象知识直观化#形象化!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

过
#@4

教学模式这座桥梁!以问题为基础!采用小组讨论方

式!让学生们能更容易从抽象到具体的认知疾病"超声诊断专

业属于影像专业的一部分!对于图像认知的要求特别高!认知

图像是一个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所以需要一种合理的教学方式

作为桥梁来引导学生进行思维理念的升华!研究发现
#@4

教

学方式可作为一种良好的桥梁!用
#@4

结合
X@A

教学模式指

导超声诊断专业的教学!既弥补了传统多媒体教学的不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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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整理分析各种信息的能力!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克服了传统教育分割理论和临床的弊

端"近年来!

#@4

结合
X@A

教学较多的应用于超声诊断实践

课程$

%&'<

%

!带教老师们发现结合组学生的超声诊断实践#图像

分析能力明显高于非结合组"学生们通过此种教学法可熟练

进行多学科间的融会贯通!形成了缜密的临床思维习惯!并且

通过几次不同情景模拟的
#@4

教学!明显加强了小组内学生

的合作默契!另外!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提高!学会了通过丰富

的渠道获取知识!如图书馆#网络#临床科室机旁学习以及与超

声医师进行交流"

本研究组在
+<<%

级超声诊断实践课程见习组试点了
#@4

结合
X@A

教学后发现问题如下$

-

%

*'

'

(时间分配上未明确超

声图像分析的重点)'

+

(讨论内容的设定没有突出超声专业的

侧重点)'

,

(选用的超声图像数量较少!没有相应的正常对照图

像及鉴别诊断图像)'

-

(被带教老师抽问的学生明显感到不安)

'

?

(学生分组需要细化!每组
?

!

2

人讨论效果会更好"

参考前次教学存在的问题!在本研究中进行了以下相应教

学方案的修正"'

'

(在时间上提高超声图像的讨论时间为
'+

:G*

!占讨论总学时的
+<E

"'

+

(内容安排顺序上将超声图像

分析讨论提前!放于体格检查之后"'

,

(选用的超声图像数量

增加!包括动态图!增加了相应的正常对照图像"'

-

(部分学生

反馈在课堂上被随意抽问感到不安!难以进入状态!分析原因

可能是由于学生在实践课程的学习时间较短!课外准备不充

分!因此本组教学课前增加了学生的准备时间'

+

周(并给予相

应指导"课中选择由学生组长主持讨论!优点在于*

,

由于学

习身份一致!学生组长能较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避免点名

抽问!学生们更自信!讨论更自然)

-

教师脱离引导讨论!既不

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发挥!更能完全专心地观察每位学生的表

现!能更好地对学生课堂行为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本次教学

发现!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得自由#主动"'

?

(关于学生分

组细化的问题!暂时没有得到改善!原因主要在于师资严重不

足以及学生数量增幅较大!

#@4

结合
X@A

教学课时不足"

本次教学的问题及改进对策如下*'

'

(增加时间后!超声图

像分析在讨论时间分配上仍然不足!建议增加至讨论学时占

-<E

比较合理!因此!可以考虑变更见习时两部分学时安排!将

第一部分学生讨论学时增加为
8<:G*

!第二部分教师总结归

纳学时减为
,<:G*

"'

+

(学生组长不熟悉作为课堂讨论引导角

色!缺乏经验!难以驾驭课堂讨论节奏!建议课前单独进行学生

组长的引导流程专项培训!授意学生组长将学生们的讨论重点

放于超声图像分析上"'

,

(佐证资料收集欠佳!需要在数次

#@4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主动收集资料的能力!建议将资料收

集作为一项课前任务!课中检查并进行评价"'

-

(建议增加一

些典型的鉴别诊断图像"'

?

(学生分组仍需要细化!需要增加

和培训带教老师"

持续改进后的
#@4

结合
X@A

教学方法将逐步并良好应

用于超声诊断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学习能力!本研究组将进一步制定量化评价标准!

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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