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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现被多家医学

院校采纳"应用于教学过程"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

了临床思维能力"取得良好效果)

9

*

(但是"目前我国整体教育

环境导致部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欠缺"临床推理能力不足"在

教学实践中应用
G'B

教学法"学生难以形成系统化知识体系(

面对这种现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
G'B

教学模式"笔者参照目

前学生的自学能力"以教材为依据"结合临床病例"经过教学实

践"在诊断学课堂教学中提出了改良
G'B

教学法"尝试应用于

课堂教学中(本文总结了这种教学方法在诊断学课堂教学中

的初步探索"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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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在承德医学院接受,诊断学-课堂教学的

:#9: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中"选取两个班"共
;>

人"分为

两组!试验组#

$PD:

%实施改良
G'B

教学法"对照组#

$PD<

%实

施传统教学法(

!!"

!

教学方法
!

两组均采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万学红$

卢雪峰主编的第
;

版,诊断学-本科教材"授课教师均为中级职

称"课时均
M#

学时"教学设备一致"考试试卷及教学效果评价

内容一致(

!!"!!

!

改良
G'B

教学法
!

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下"压缩授课

课时"传统教学
DD

学时
cG'B

教学
9M

学时"在学生进行
9

周

左右的传统教学后"教师根据所学内容制作来源于临床实际的

病例和问题"告知学生将所学知识进行复习"按学习小组进行

分组"之后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如.患者因咳嗽$呼吸困难
9

周

来诊"该如何进行下一步问诊及查体0/"让学生们参考课堂笔

记$教科书"分组进行讨论分析$逐个发言"教师当做患者"进行

具体回答"按照学生的思路"教师围绕诊断和鉴别诊断"不断推

理"引入新的问题"逐渐将问题深入(最后教师揭晓答案"对学

生们整个过程作鼓励性评价"并总结提出不足"再提出几个思

考题"让学生进一步查阅文献"课后讨论"下次课前告知学生思

考题答案"将学生所查文献做最终总结"完成此次教学内容(

!!"!"

!

传统教学法
!

分配
M#

学时"按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多

媒体$教学道具进行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鼓励学生提

问"教师及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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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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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
!

授课全部完成后"对两组学生进行期末闭

卷考试"试卷满分
9##

分"分为两部分"

A

部分!基础理论#

;#

分%'

'

部分!病例分析#

:#

分%(

!!#!"

!

学生评价
!

授课全部完成后"两组学生进行教学效果

评价"采用调查问卷形式"依据目前临床医学专业本科,诊断

学-教学目的"并结合教学内容及教学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当场

回收问卷"问卷包含对激发学习兴趣$提高理论水平$培养思维

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教学满意度五方面的内容"进行高$一般$

无效
"

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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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GFF::!#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I"

表示"对于正态分布资料或者经转化服

从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9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对于

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考试成绩
!

试验组基础理论得分#

>D!:"I<!;M

%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基础理论得分#

>#!<:IM!<D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9P:!>>H

"

#P#!##M

%'试验组病例分析得分#

9:!":I>!":

%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M!9;I<!::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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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评价
!

通过问卷调查"改良
G'B

教学法对激发

学习兴趣$培养思维能力$查阅文献能力$教学满意度
D

方面教

学效果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法"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对提高理论水平学生们的评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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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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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试验组与传统教学法对照组

!!!

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

#

评价内容
试验组#

$PD:

%

高 一般 无效

对照组#

$PD<

%

高 一般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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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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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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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思维能力
"M M # :< 9; : "̀!9#" #!##:

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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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文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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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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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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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院校的课程安排中"诊断学是一门临床专业基础

课"它是用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对疾病进行诊断

的一个学科"也是连接基础课与临床专业课的一座桥梁课程(

因此"诊断学教学目的并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让

医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查阅文献"独立思考"养成正确的临

床思维方法"并且需要在工作中反复实践和锻炼(但目前阶段

的部分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欠缺"还没养成正确的临床思维习

惯"临床推理能力不足"教师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学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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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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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锻炼临床思维能力"是目前多数高校面临的问题(

G'B

教学法是以临床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

向"小组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通过.病例
)

问题
)

自学
)

讨论
)

总结/的模式进行)

:

*

(它是一种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解决

问题的教学方法)

"

*

(医学生进行
G'B

教学有利于养成终身学

习的习惯"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开拓进取的精神"

并能够促进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养成)

DC<

*

(有文献报道

G'B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能让学生取得更高的考试分

数)

M

*

'但也有文献报道
G'B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对于学

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效果相似)

>

*

(虽然
G'B

教学模式有很多优

点"但是在国内多种因素限制了
G'B

教学法的应用)

;

*

(国外

的医学生一般都是在综合大学学习了
D

年"取得学士学位后"

才进入医学院校学习的"他们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扎实的理论

知识"这些是开展
G'B

教学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整体教育

环境与国外不同"在教学实践中单纯应用
G'B

教学法"学生难

以形成系统化知识体系"并且学生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

的问题上"忽视了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在自学讨论时花费很

多时间"会影响其他科目的学习"甚至有的学生因此产生惰性

心理"最终获益可能不会太大(目前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有迫

切应用
G'B

教学法的想法"但是往往受到了校内师资力量的

束缚)

H

*

(而在诊断学课堂教学中提出的改良
G'B

教学法"即

结合传统教学法"将
G'B

教学改为.复习
)

病例
)

问题
)

讨论

)

总结
)

文献
)

再总结/的模式"这样既明确了学习目标"对学

过的知识做复习的同时"又将其应用起来"能够增强记忆效果$

提高学习兴趣$锻炼临床思维能力(由教师引导避免了时间的

浪费"教师进行鼓励性评价可增强学生信心"教师总结让学生

们认识到不足(最后学生查阅文献对思考题作进一步的解答"

又提高了查阅文献的能力"并能够在与教师探讨问题的过程中

重新认识并发现问题"从而共同解决问题"形成良好的学习氛

围"使大部分学生对教学效果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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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此次教学效果的评价"发现改良
G'B

教学法能够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思维能力$提高查阅文献能力"但试验组

与对照组对提高理论水平的教学效果评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可能与压缩课时后"学生们感觉课堂讲授偏快有

关"而试验组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实际上这种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许多

学生在课余时间查阅文献的同时也将理论知识进行了复习"增

强了记忆效果"导致试验组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

总之"改良
G'B

教学法在诊断学课堂教学中能够提高学

生考试成绩"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思维能力$提高查阅文献

能力$教学满意度较高"值得提倡和推广(

参考文献

)

9

* 王敏
!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

用)

W

*

!

青岛!青岛大学"

:##H!

)

:

*

W./$-&1W(

"

W+Z,-X+Q

"

Q./4K-

=

+&)G

"

+*-/!G,.0/+$C

0-1+TB+-,&%&

=

!

8V*V,+JK-//+&

=

+14.,@TV5-*%.&-/G,-5C

*%5+-&T?+1+-,5K

)

[

*

!(+T@TV5

"

:##<

"

"H

#

>

%!

>":C>D9!

)

"

* 王艳"张明辉
!G'B

教学法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及发展

)

[

*

!

医药前沿"

:#9:

"

:

#

9:

%!

99:C99"!

)

D

* 刘红林"程牛亮"覃秀桃
!G'B

教学法在生物化学课程改

革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

*

!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99

"

9#

#

:

%!

9H:C9H<!

)

<

*

7-

22

+0?!@44+5*%X+&+11.4

Y

,.0/+$0-1+T/+-,&%&

=

-1-&

%&1*,V5*%.&-/7../4.,-5

d

V%1%*%.&.45.&*+&*3&.\/+T

=

+

-&T

Y

,.$.*%.&.45,%*%5-/*K%&3%&

=

-$.&

=

$+T%5-/1*VT+&*1

)

[

*

![J.//GK

2

1%5%-&1FV,

=

G-3

"

:#9"

"

:"

#

F)

%!

D:CDM!

)

M

*

(+.FA!@X-/V-*%&

=

/+-,&%&

=

-$.&

=

V&T+,

=

,-TV-*+$+T%C

5-/1*VT+&*1%&15K../1\%*K*,-T%*%.&-/-&T

Y

,.0/+$C0-1+T

5V,,%5V/-

)

[

*

!ATXGK

2

1%./@TV5

"

:#9"

"

">

#

"

%!

:DHC:<"!

)

>

*

_K.1K&+X%1-1/G

"

F-T+

=

K]-T+K(

"

(-]/..$]-T+KF

"

+*-/!

J.$

Y

-,%1.&.4

Y

,.0/+$C0-1+T/+-,&%&

=

\%*K/+5*V,+C0-1+T

/+-,&%&

=

)

[

*

!),-&?+TJ,+15+&*(+T[

"

:#9D

"

9M

#

<

%!

+<9;MC

+<9;M!

)

;

* 周乐"罗世英"付晖等
!

临床病案
G'B

教学法在,生殖药

理学-中的应用研究)

[

*

!

重庆医学"

:#9M

"

D<

#

9#

%!

9D""C

9D"D

"

MH!

)

H

*

8-&AG

"

_.1%3?6

"

71-%7J

"

+*-/!A1&-

Y

1K.*.4*K+1*-C

*V1.4

Y

,.0/+$C0-1+T/+-,&%&

=

#

G'B

%

%&JK%&+1+$+T%5-/

15K../1

)

[

*

!(+T7+-5K

"

:#9D

"

"M

#

>

%!

M9<CM:#!

)

9#

*阮佳莉"韩忠宇"田京
!

基于
7'B

的
G'B

改良教学对医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

*

!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9"

"

9:

#

"

%!

::HC:":!

#收稿日期!

:#9>C#DC#"

!

修回日期!

:#9>C#MC:D

%

#上接第
D:>H

页%

)

<

*

S%

a

+&AA

"

F5K+,1R[

"

F5K+//+X%18Z

"

+*-/!R.\V&%

d

V+%1

5.&*%&V%*

2

.45-,+

0

A,+X%+\.45.&*%&V%*

2

-&T,+/-*+T5.&C

5+

Y

*1

)

[

*

!8-$G,-5*

"

:#9:

"

:H

#

"

%!

:MDC:>9!

)

M

*

7,-&SF

"

F*%+

=

+,F

"

b.,-5+3(!G1

2

5K.$+*,%5-&-/

2

1%1.4

%*q0+,L11.5%-/T+1%,-0%/%*

2

15-/+

#

FWFC9>

%!

-&%*+$,+C

1

Y

.&1+*K+.,

2Y

+,1

Y

+5*%X+

)

[

*

!G1

2

5K./

"

:#9:

"

999

#

"

%!

;>#C

;>D!

)

>

* 王才康"胡中锋"刘勇
!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和效

度研究)

[

*

!

应用心理学"

:##9

"

>

#

9

%!

">CD9!

)

;

* 杨秀清"陈劲"彭丽彬
!

人文关怀对癌症患者癌因性疲乏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9:

"

9;

#

;

%!

;;DC;;M!

)

H

*

G-,3+,Z

"

J.,T+&A

"

R+-*.&[!@E

Y

+,%+&5+1.4-&T%&&VC

+&5+1.&5.&*%&V%*

2

.45-,+4.,1+,X%5+V1+,1-&T5-,+,1

!

1

2

&*K+1%1.4+X%T+&5+4,.$ -,+1+-,5K

Y

,.

=

,-$$+

)

[

*

!

R+-/*KF.5J-,+J.$$V&%*

2

"

:#99

"

9H

#

M

%!

<>MCM#9!

)

9#

*吴宇殊"王颖"江婷
!

鼻咽癌放疗患者的延续性护理)

[

*

!

实用肿瘤学杂志"

:#99

"

:<

#

D

%!

"><C">>!

#收稿日期!

:#9>C#"C:H

!

修回日期!

:#9>C#MC#9

%

H#"D

重庆医学
:#9>

年
9#

月第
DM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