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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效途径以提高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临床技能

是医学教育的关键$神经病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理论性和逻辑

性的临床二级学科#需要神经解剖*神经生物及神经生理等多

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更需要具备敏锐的临床思维能力及掌握

熟练的临床技能$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

视了关键的技能培养#难以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联系$因此#

本教研室将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

"联合以问题为基

础的教学模式!

9\?

"

'

!

(应用于神经病学临床见习教学过程中#

以探讨
;\?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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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是否优于传统讲授法及其优势

所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
&$!$

和
&$!!

级进入大坪医院神经内科的临床见习本科生$纳入计划的学

生行随机分组%试验组!实施
;\?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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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和对照组

!实施传统教学法"各
H$

例#两组学生年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H

"#均安排相同的授课老师*授课教材及授课

时间$

>+?

!

研究方法
!

!

!

"试验组采用
;\?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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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授

课前
!

周#授课老师预先提供典型病例及相关问题#学生结合

病例检索查阅资料#分析思考$授课时#老师由典型病例导入

学习内容要点#引导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结合问题进行病例

分析#提出诊疗方案$老师针对学生暴露的问题及时给予纠

正#给出意见和建议$最后由学生进行归纳总结#教师给予点

评$!

&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由授课老师在患者床旁介绍

主要病史*示教体征#采用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的方式授课#允

许学生相互讨论*补充#最后由指导教师总结点评$

>+@

!

考核与评价指标
!

参照标准模式对两组学生进行病案质

量*专业理论*临床思维及操作技能考核!满分均为
!$$

分"#其

中病案质量评分遵照.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病案书写质

量评定标准/$教学满意度评价采用匿名问卷调查方式#分为

满意*较满意*不满意#最终结果以满意百分率体现$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9DD!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JhB

表示#采用
5

检验#以
&

"

$+$H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两组学生的病案质量及专业理论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H

"#而试验组学生临床思维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显著

优于对照组学生!

&

"

$+$H

"$对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学生进

行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所有学生均接受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J

#且均为有效问卷$试验组学生对于教学满意度评价优

于对照组!

&

"

$+$H

"$见表
!

$

表
!

!!

不同教学法对医学生神经病学临床实践教学效果的影响&

JhB

'

组别 病案质量!分" 专业理论!分" 临床思维!分" 操作技能!分" 教学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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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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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是一门研究神经系统疾病预防诊治的学科#建立

在复杂的神经解剖*病理*生化*遗传基础上#与心血管系统*呼

吸系统*消化系统等诸多学科密切相关$神经系统疾病病种繁

多#病因复杂多变#故神经病学教学内容复杂*抽象*难以理解$

同时神经病学又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强的特点#增加了教学的

难度$在传统授课式教学模式中#学生普遍反映知识点多#学

习易混淆#加之神经生理*神经解剖*神经免疫以及神经生物学

等相关基础知识掌握困难#难以很好地应用所学知识联系临床

实践$而临床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汲取知识及学以致用的

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远不能适应这种需求$新的教育需求督

促教师探索研究新的教学模式$

;\?

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法学课堂#教师通过多媒体

和教具等方式在授课过程中引入,真实案例-#鼓励学生充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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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用所学知识辩论探求解决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

(

$在

医学临床教学中#

;\?

教学法围绕典型病例和具体问题#结合

解剖*生理*病理等相关知识#使学生,身临其境-#促使学生主

动运用理论知识解决临床问题#有利于提高其临床实践能力及

促进其临床思维的形成'

,

(

$谢启超等'

2

(将
;\?

教学法应用于

肿瘤学教学中#发现该教学法激发了学生学习主动性#有助于

培养思维#提高临床实践能力#在临床实践学习中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

和
;\?

教学法类似#

9\?

教学法是具体临床问题为起点#

以医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模式'

H

(

$把知识的传授过程设

置于真实*复杂的临床问题之中#在教师正确引导下充分调动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及讨论协作解决问

题#从而有效地消化相关理论知识#并有助于形成解决问题的

临床技能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王睴等'

'

(将
9\?

教学法应用

在神经外科临床路径教学阶段#发现该教学法促使学生主动思

考#变,授之于鱼-为,授之以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随着教育模式由,知识灌输-向,知识自主获取-转变#

;\?

和
9\?

教学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教学法由教师根据课

程教学目标选取典型病例#围绕病例的诊疗过程循序渐进提出

问题#启发和引导学生识别*获取和掌握有用诊疗信息#帮助学

生回顾应对相关问题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鼓励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与交流合作解决问题$金晓光等'

0

(将该教学模式应用于

呼吸科临床见习教学中#发现
9\?

和
;\?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使学生在独立解决呼吸科疾病临床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学习

主动性*巩固了呼吸系统理论知识*锻炼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作者尝试将
;\?

联合
9\?

教学法应用于神经病学临床

教学当中#发现试验组学生的临床思维和实践操作能力考核成

绩明显优于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对照组#且学生们更乐于接受

;\?

联合
9\?

教学法$对比两组学生的教学过程#本文认为

;\?

联合
9\?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优势如下%首先#该教

学法营造了轻松*主动的学习氛围#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及积极性$其次#促使学生自主地*积极地表达自我观点#有助

于暴露学生在知识理解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讨论过程加深对

正确理论的领会#缩短知识汲取的过程#促进理论知识的巩固)

最后#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包括文献检索*查阅资料的能

力#领会贯通*归纳总结的能力#逻辑推理*语言表达的能力#为

临床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在神经病学临床教学中#

;\?

联合
9\?

的教学

模式通过具体的临床病例使学生能够从患者的整体状态认识

疾病#从临床病例的角度重新认识理论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学生分析推理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目的#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值

得进一步探索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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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基本医疗水平及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必须增强服务

意识#拓展服务市场$比如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掌握辖区

内居民疾病史及健康状况#这一方面能使农村居民感受到被关

怀的温暖#增强对村卫生室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可深入了

解个人既往病史和遗传因素#有助于正确诊疗#也利于疾病防

控等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总之#村卫生室应通过增强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质量#拉近与农村居民的心理距离#增强居民对村

卫生室的认同感#促进村卫生室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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