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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R

%是指应用现有最为可靠的研究

证据#结合医师的临床技能和经验#在尊重患者的个

人意愿前提下对患者做出医疗决策和诊治方案#其核

心内容即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遵循科学证据#全程贯穿

寻找证据'全面分析证据'得出结论'正确运用结论指

导诊疗!

6D!

"

(随着循证医学的广泛应用#循证医学教

育$

%$R%

%随之产生#并逐渐成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

容(基于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V$P

%教学方式是由美

国医学教育改革先驱
$088<T;

教授在
6L7L

年提出

的#它是指在临床前期课程及临床课程中#以问题为

基础#学生为中心#指导者为导向的小组讨论模式的

教学方法!

K

"

(本研究旨在比较循证医学结合
V$P

的

教学模式与传统临床教学模式在肿瘤内科硕士研究

生临床教学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研究对象
!

选择
!56N

年
7

月至
!567

年
6!

月在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淋巴血液内科实习的硕

士研究生
N7

人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

组
!Z

人(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具有可比性(见表
6

(

?2@

!

教学方法
!

两组均由带教老师采用万德森主编

的,临床肿瘤学-第三版进行教学#教学时间为每周
K

个课时#共
!M

个课时(试验组为循证医学结合
V$P

的教学模式(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确

定教学病例#指导学生自学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

-SS-

%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对学生进行分组和指

定不同工作任务*课堂实施阶段分为病例特点的归纳

和总结'临床问题的提出'基于问题的
-SS-

指南解

读'相关文献阅读解析'讨论'小组汇报和最后教师总

结*通过以上环节#不同学生对自己完成的部分进行

汇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发现其中不足和引导学

生如何自学#教授如何通过解读临床实践指南及阅读

文献解决临床具体问题(对照组为传统教学模式#教

师根据教材备课#依据教学大纲#运用多媒体课件进

行教学#配合临床病例#课堂以教师讲授疾病流行病

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治疗#学生以听课为

主#突出重点和难点#并布置课后作业(

?2A

!

教学效果评估
!

包括理论考试'临床实践考核

及问卷调查(理论考试均采用统一试题及评分标准#

内容为肿瘤内科相关基础知识*临床实践考核包括病

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诊疗方案制订#由带教

老师按相同标准进行评分*问卷调查于考核结束后由

学生填写后回收(

?2F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采用
+V++6L25

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
Fc"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

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方差不齐的计量

采用近似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525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

理论考试中#两组同学基

础知识'肿瘤内科专业知识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525N

%*在临床技能考核中#两组在病史采集'病

历书写的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试验组

的体格检查'诊疗方案制订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525N

%(见表
!

(

@2@

!

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

试验组和对照组共发放问

卷
N7

份#回收
N7

份#回收率为
655a

(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在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与教师互动情况'查阅文

献能力'分析解决临床问题能力及与患者沟通能力方

面#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25N

%#其余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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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性别

$男)女#

+

)

+

%

年龄

$

Fc"

#岁%

民族$汉)少数

民族#

+

)

+

%

选修循证医学

$是)否#

+

)

+

%

临床科室轮转经历

$是)否#

+

)

+

%

接受
V$P

教学经历

$是)否#

+

)

+

%

查阅文献经历

$是)否#

+

)

+

%

试验组
!Z 6N

)

6K !M2JLc!2!J L

)

6L 6M

)

6M !

)

!7 M

)

!M 6K

)

6N

对照组
!Z 66

)

6J !M27Mc62ZK 66

)

6J 6K

)

6N 6

)

!J N

)

!K 6N

)

6K

# 52!ZM 52JL7 52NJJ 52JZL 6 6 52NLK

表
!

!!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Fc"

+分(

组别
+

考核项目

基础知识 肿瘤内科专业知识

理论考试

病史采集 体格检查 病历书写 诊疗方案制定

试验组
!Z JL2N5c725K Z52L7cN27! Z!2K7c72NM ZN2LKc72KK Z526Mc727M Z62!6c7277

对照组
!Z JL2ZLcN2MK Z52N5cM27L Z625Jc72!5 J72M7c726M Z52N5c72Z6 J62JLc72NN

# 52JLL 52JKZ 52MNM 5 52ZMK 5

表
K

!!

问卷调查结果'

+

(

组别
+

对知识理解程度

$完全)大部分)

少部分)无%

学习积极性

$高)一般)无%

对循证医学的理解

程度$完全)大部分)

少部分)无%

提高查阅文献

能力$是)否%

提高解决临床

问题的能力$是)否%

增加与教师互动

$是)否%

提高与患者

沟通的能力$是)否%

试验组
!Z J

)

6N

)

7

)

5 65

)

6J

)

6 N

)

6M

)

Z

)

6 65

)

6Z Z

)

!5 !

)

!7 65

)

6Z

对照组
!Z !

)

Z

)

6M

)

M J

)

67

)

N !

)

66

)

6K

)

! J

)

!6 65

)

6Z M

)

!M Z

)

!5

# 52557 52!M! 52M5K 5255K 5255J 5 5255J

A

!

讨
!!

论

!!

循证医学研究的过程就是系统评价的过程#收集

可靠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数据#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科

学的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形成临床中广泛应用

的诊疗规范指南(

-SS-

指南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

的诊疗指南#是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将循证医学的证

据用于指导临床工作#同时强调治疗规范化'多学科

综合及个体化原则的实践指南#在临床教学中合理的

使用
-SS-

指南对培养学生在临床工作中贯彻循证

医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MDN

"

(

V$P

教学方式同传统课堂

授课方式$

P$P

%的最大区别是将学生设置在复杂'有

实际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学

习问题背后隐含的知识#同时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培养自主学习的兴趣和技巧!

7

"

(将循证医学与
V$P

教学在实际应用中融合在一起#遵循.提出问题
D

讨论
D

自学
D

再讨论
D

再自学
D

归纳总结/的过程#围绕临床实

践指南#形成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推动者的体

系#教师以某临床病例为基础#基于循证医学理念#指

导学生自学临床实践指南#设定教学思路和学生学习

路线为.确定问题
D

分析问题
D

搜集相关资料信息
D

自

学'讨论
D

确立解决方案
D

总结/#按照这个路线将学生

处于主动解决问题的位置#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发

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自主学习的能

力!

J

"

(本研究结果显示循证医学与
V$P

教学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在临床技能应用方面的能力#

考核结果显示在体格检查和诊疗方案的制订上试验

组的成绩优于对照组(分析其中原因#在循证医学结

合
V$P

教学模式下#学生根据教师的指导方向#首先

自学
-SS-

指南#结合临床实践指南分析具体病例#

发现并提出问题#主动查阅文献#再次学习治疗指南#

基于循证医学证据提出对患者的治疗方案#在这一过

程中#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以教师讲解为主#带教

老师根据教材中重点'难点来统一安排授课时间#学

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应相对扎实(但本实验结果提

示两组学生在理论考核成绩上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

义#这也反映出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并不影响

理论考试成绩#反而可以使学生发挥更多主观能动

性#根据自身学习特点合理安排时间(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接受循证医学结合
V$P

教学模式的学生反馈在

查阅文献'解决临床问题及与患者沟通能力上都有较

大的提高(但本研究由于样本量偏小#且受到某些客

观因素#如未对评价者使用盲法#授课及考核工作由

不同教师进行等的影响#使得研究过程中产生偏倚误

差(目前#临床医学模式已从既往以经验和推论为基

础的经验医学#转变为以临床证据为基础的新的医学

模式#循证医学的广泛应用即是这一发展趋势的集中

体现#循证医学结合
V$P

教学模式即强调以循证医学

为基础#不单纯拘泥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是紧密结合

临床工作中广泛应用的治疗指南#学生通过在实际临

!KZ6

重庆医学
!56Z

年
N

月第
MJ

卷第
6K

期



床问题中对所学知识的转化和运用#掌握处理临床问

题的技能#同时也加深了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ZD65

"

(此

外#

V$P

教学模式的运用#充分发挥知识整合'理论结

合实际及提高全面素质的特点#对于医学生的培养有

更为重要意义(在教师方面#采用循证医学结合
V$P

教学模式#教师需要投入比以往更多的的时间和精力

进行备课#同时也要求教师不断更新知识#对自身专

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要不断提高#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教

学质量(

肿瘤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在对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较高要求(在诊治肿瘤患者时

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能力#还要在人文关怀'伦理道

德等方面有特殊体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循证医学为

基础#结合
V$P

教学的模式能充分发挥知识整合'理

论结合实际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特点#对于医学生

的培养有更为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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