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的忽视'

$$

(

)因为要+补,短板#最起码要具备两个必要的条

件!客观条件#如短板是否具备补的的条件#含短板的自身状态

和用来+补,的材料的状态以及操作者补的技术等*主观条件#

短板是否愿意补等'

$1

(

)近年来#新木桶理论又将+木桶效应,

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衍生#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比如木桶

储水的多少也取决于板与板之间的配合程度#职业技术教育中

团队精神建设与合作能力培养非常重要#每个同学要能包容别

人的缺点#发挥自己的优点#相互协助#密切配合#这样才会缩

小相互配合的缝隙#达到最佳储水量#即共同打造+完整的桶,)

木桶储水多少还取决于木桶底面的面积#必须提供一个大的桶

底#一个大的平台#这样的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学改革方向才会

让学生齐心长高#共同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总之#可综合&辩证运用木桶效应中的三要素#即木板&桶

箍和桶底及其关系#做好班级课堂教学管理工作#设计教学改

革方案)不能把学生看成是单纯接受知识的木桶容器#而是更

好地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通过学习来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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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器官系统的课程整合模式将原来按学科划分的独立

课程或教学环节中的相关教学内容#按照器官系统这种新的组

合方式进行整理和合并#从整体+人,的观念出发#实现了机能

与形态&生理与病理&基础与临床的结合'

$

(

)国内外多所医学

院校开展了基于器官系统的课程整合模式教学改革#但在高职

高专医学院校教学中开展极少#本研究以呼吸系统为例探讨我

校+器官系统为中心,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分析课程整合对学

生知识掌握情况的影响#为高职高专医学教育进行教学改革探

索一条新路)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系

1%$1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科
5

班作为教改班$观察组%#学生共

00

人#其中男
$-

人#女
1-

人)

1%$1

级临床医学专业专科
$

班

作为普通班$对照组%#学生共
00

人#其中男
1%

人#女
10

人)

!&"

!

方法

!&"&!

!

授课方法
!

观察组采用+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将

呼吸系统疾病的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医学知识进行课程整合#

形成一门呼吸系统整合课程即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技术#并建立

课程组#教师共
5

人#推选课程负责人#进行联合教学#共
(%

学

时#第二学期授课)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学科为中心的教学#呼

吸系统疾病的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医学知识分别在第一学期

至第四学期各传统学科进行授课#共
$%1

学时)

!&"&"

!

考核方法
!

对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的考核分

为操作技能考核和理论测试考核两部分#两项考核满分均为

$%%

分)

!&"&#

!

问卷调查法
!

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关于呼吸

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教学的系统性&关于呼吸系统疾病基

础与临床知识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

自学能力&理论课时数&学生的学习负担等)呼吸系统疾病基

础与临床知识授课完成后教改班&普通班各发放问卷
00

份#各

班回收有效问卷均为
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

)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W;W)&$1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显著检验水准
#

值取
%&%5

#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5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1%$'

年度职业教育研究专项课题$

1%$'.e_.%-$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

年校级教研教改

项目$

]N

[

*N

1%$'$0

%)

!

作者简介'罗彬$

$(-0Y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内科学教学及呼吸系统疾病诊治研究)



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理论测试考核和操作技能考核结果比较
!

观察组学

生在理论测试中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

!

$

%&%5

%*两组学生

在临床操作技能中的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两组学生操作技能和理论测试考核成绩比较#见表
$

)

表
$

!!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

&

%X00

&分%

组别 操作技能 理论测试

对照组
-%&)0</&51 )%&0/<$%&55

8

观察组
-1&('<(&$/ -%&--</&'1

!!

8

!

!

$

%&%5

#与观察组比较)

"&"

!

两组学生对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的评价
!

观察

组学生中认为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教学系统性好的

占
)/&$/\

$

'%

"

00

%#高于对照组的
'0&%(\

$

$5

"

00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合理论测试试卷分析和问

卷调查结果#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观察组有较

好综合分析能力&较好自学能力的学生分别为
0%&(%\

$

$/

"

00

%&

1(&50\

$

$'

"

00

%#高于对照组的
$5&($\

$

-

"

00

%&

$$&')\

$

5

"

00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观察组学生

中认为理论课时数较多&学习负担较重的比例分别为
$/&$/\

$

/

"

00

%&

05&05\

$

1%

"

00

%#低于对照组的
-1&-1\

$

'1

"

00

%和

-1&-1\

$

'1

"

00

%#两组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学生

的学习兴趣调查显示#观察组非常感兴趣的学生比例为

'/&)0\

#对照组为
11&-'\

$

$%

"

00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5

%#见表
1

)

表
1

!!

两组学生关于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的评价比较$

%X00

&

%

%

组别
教学的系统性

好 一般 较差

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好 一般 较差

学生的学习兴趣

好 一般 较差

学生的自学能力

好 一般 较差

理论课时

较多 一般 较少

学生的学习负担

较重 一般 较轻

对照组
$5

8

$' $)

8

-

8

$- 1% $% '$ ' 5

Q

11 $-

8

'1

8

$% 1

8

'1

8

$% 1

8

观察组
'%

!

$1 1 $/

!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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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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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观察组比较)

#

!

讨
!!

论

!!

新世纪全球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医学教育转型#医

学教育转型是医学教育原初发展形态的变形#医学课程整合是

此种变形的实质'

1

(

)目前基于器官系统的课程整合模式正以

不同的形式和深度在国内外展开#各医学院校正根据自己的理

解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课程整合存

在多种模式)从
1%

世纪
5%

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家先后开展了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

改革'

'.)

(

)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课程进行大幅度改革与创

新#建立了+

,IT

R

8U=T8

]

,医学课程体系#形成
(

个整合课程模

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

(

)汕头大学医学院以+器

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模式将传统解剖学&病理学&内科学等

$5

门医学基础课程与临床课程整合为人体结构&基础学习$生

物&生化&组胚&生理&药理%&心血管与呼吸&消化与营养&肌肉

与骨骼&神经学&感染与免疫&生殖
.

性
.

发育和生长&肿瘤学&疾

病机制&药物治疗&机体平衡
$1

个模块'

/

(

)

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的是能满足城乡基层医疗服

务工作需要的医学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周期短#更需要医

学基础与临床课程的整合)本校属于西部地区医药卫生类高

等专科学校#于
1%$1

年开始在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中开

展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将传统解剖学&生理学&内科

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
$$

门医学基础课程与相应临

床课程整合为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技术&循环系统疾病诊疗技

术&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技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诊疗技术&血液

系统疾病诊疗技术&内分泌系统疾病诊疗技术&神经精神系统

疾病诊疗技术&运动系统疾病诊疗技术&临床基本技能等
(

门

课程)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技术包括呼吸系统的解剖结构&组织

结构&呼吸生理&呼吸系统疾病病理及病理生理&常见症状和体

征&常用辅助检查&常用药物&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

和预防)该课程综合并重组与呼吸系统相关的基础与临床医

学各学科的知识内容#教师从呼吸系统整体出发进行紧扣整个

系统的教学#使学生能够从呼吸系统整体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

和掌握)课程组教师课前集体备课讨论基础医学知识的授课

内容及教学方法#从而解决学生基础知识不足的问题)教改班

采用呼吸系统整合课程教学#对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

的考核理论测试的成绩明显优于采用传统的学科为中心教学

的普通班$

!

$

%&%5

%#两组学生在临床操作技能中的成绩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有利

于专科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为呼吸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教学

系统性好的学生教改班高于普通班#教改班学生对于呼吸系统

疾病基础与临床知识有更好的综合分析能力#+器官系统为中

心,的医学教育模式有利于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医学知识结

构#有利于医学生整体临床思维的培养)教改班有较好自学能

力的学生为
1(&50\

#高于普通班的
$$&')\

)中国医学教育

模式只在毕业前一两年才让医学生接触临床'

(

(

#传统的学科为

中心的教学从基础医学课程到专业课再到临床实习时间跨度

大#使得理论课学习相对枯燥#难以印证到临床实际问题中#增

加了学习难度#而呼吸系统整合课程实现早临床&多临床&反复

临床#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教改班学

生中认为理论课时数较多&学习负担较重的比例分别为
$/&

$/\

&

05&05\

低于普通班)对于三年制专科学生#学制缩短并

不意味着教学和学习任务的减少#而传统各门课程之间的教学

内容重复越来越多#不利于专科学生的学习#呼吸系统整合课

程有利于精简各门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的重复#有效地减少不必

要的重复授课#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授课时间'

$%

(

)

本研究显示+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效果优于采用传统

的学科为中心的教学#但也有许多不足#如呼吸系统疾病诊疗

技术课程知识融合不够&教师对系统整合的理解和执行不统一

等#需要进一步加强整合课程相关教师集体备课&教师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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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U.K̀,

7V#,#7

!

8

R

#V"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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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模!罗华铭!张
!

隨#

!刘家骥!赵德建!赵
!

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泌尿外科!重庆永川
0%1$)%

#

!!

"中图分类号#

!

3)01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0/

"

1%$)

#

%).%/05.%1

!!

医学生的临床实习是高等医学教育的延续和深化#是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体现#是实习生变知识为技能的必经

途径#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技能教学训练是医学

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临床技能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

生的临床技能#是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过程#为以后成

为一名综合素质强&专业水平高的临床医师奠定良好的基础)

泌尿外科临床技能教学是临床医学教学工作的中要组成部分#

其中导尿术&肛门指诊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临床技能)同时也

是+三基培训,和执业医师考试重点内容)然而#随着社会对医

疗服务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患者对自身安全及隐私保护意识

的不断增加#医学生在临床实习阶段所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

限#临床技能的锻炼也就锐减#如何建立有效的临床技能教学

体系#如何为实习生提供相对真实有效的临床环境#是一项需

要长期思考的问题#为此#作者构思建立泌尿外科临床技能培

训课程并初步评价其有效性)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选取在
1%$1

年
5

月至
1%$'

年
0

月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实习生
-1

名$实验组%#男
0%

名#女
'1

名#年龄

在
11

!

15

岁)

!&"

!

方法

!&"&!

!

技能培训方法
!

在实习生入科前
$!

完成分站式技能

培训#其具体步骤如下!$

$

%通过
BB6

&卫生部影像学资料等多

媒体教学向学生授课#授课内容包括!男性患者导尿&女性患者

导尿&肛门指诊&睾丸附睾检查等操作技巧及注意事项#同时课

后由同学提出问题并讨论#学时
1=

*$

1

%引导学生对男性模拟

人导尿#多次操作巩固强化#纠正不合理地方#学时
059#,

*$

'

%

引导学生对女性模拟人导尿#多次操作巩固强化#纠正不合理

地方#学时
059#,

*$

0

%引导学生对标准化患者及志愿者进行直

肠指检#并探讨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直肠癌&粪块的表现#学

时
059#,

*$

5

%引导学生对泌尿外科标准化病人及志愿者的睾

丸附睾进行检查体验#并探讨可能的睾丸附睾异常情况#学时

059#,

)以上授课及带教均由中级职称以上老师担任#操作均

由教师一对一引导进行#带习过程中尽可能让实习同学提问熟

悉操作流程和了解临床发现)

!&"&"

!

评分标准
!

课程开始前和结束前后均通过
#̂dIKU

量表

评估实习生对男性患者导尿&女性患者导尿&肛门指诊&睾丸附

睾检查的了解掌握程度'

$

(

#

%

分为一点不了解#

$

!

1

分有一点

了解#

'

!

0

分为了解#

5

分为很了解)课程结束后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学生对课程各板块的满意度进行
#̂dIKU

量表评分#

#̂d.

IKU

评分大于
'

分为满意)实习结束后通过技能理论考试和技

能操作考试对技能教学课程进行评估#并与
1%$$

年
-%

名实习

生$对照组%的成绩相比较)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BWW$'&%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数据

以
"<#

表示#采用配对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1 检

验)以
!

$

%&%5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实习生培训前&后泌尿生殖技能
#̂dIKU

评分比较
!

-1

名

实习生均完成泌尿生殖技能培训课程#且均完成
#̂dIKU

量表&

满意度问卷调查表&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课程培训前#仅
$1

名$

$)&)-\

%实 习 生 进 行 过 男 性 患 者 导 尿 操 作#

$5

名

5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5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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