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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0课程作为医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对

于医学生科研思维的养成和询证能力的提高均具有

重要的作用#但因其理论抽象*公式繁多#内容枯燥#

一直以来被学生和教师公认为难学*难教)为了改善

该课程的教学效果#探索高效的教学方式#在学期开

始前对即将学习/医学统计学0的医学生开展了针对

其学习特点的问卷调查#对其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知

识掌握情况*合作技能
0

个维度做出评估)结果显

示#医学生普遍认为自己的学习态度有待改善#而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提示学习态度与其余
'

个维度都

有比较强的相关性#说明教学方式的改善应将重点放

在学生学习态度部分)本项目根据课程开始前的调

查结果#为学生量体裁衣#有针对性地对教学方案做

了调整#并在课程结束时再次进行问卷调查#对两次

问卷的结果做对比分析#从学生的角度对教学方式的

改进作出评估#为后续教学方案的调整及教学方式的

改进提供参考)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在学期开始前#由学校教务处通过

,本科教务系统-把各个班的教学任务分配给任课老

师$本课题的研究者之一&#研究者在被分配到的班上

开展调查研究)因此#理论上各个班级均有相同的概

率纳入本研究)本研究样本为
1%$'

级临床专业某班

医学生#共
/)

名学生#其中男
0)

名#女
0%

名)

C&D

!

教学方式改进方法
!

本研究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与学生课程成绩考核制度相关联#以增加学生配合新

教学方法的积极性)课程成绩考核办法为!平时成绩

与期末考试成绩各占
<%>

)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完

成作业的认真程度$

0%>

&

=

主动分享$

$%>

&

=

参与

,翻转课堂-实践$

<%>

&)完成作业的认真程度中包

含有对预习任务的考查#主动分享则包括了课堂主动

发言及课程中心论坛参与)

C&D&C

!

改革考核方式#培养学生主动预习与思考的

习惯
!

本研究通过在学生课后作业中加入预习内容

来促进学生养成预习的习惯)对学生完成作业认真

程度的考查包含有对预习作业完成情况的考查#此部

分成绩占平时成绩的
0%>

)通过增加预习作业占期

末成绩的比重来激励学生预习#从而培养学生养成课

前预习与思考的习惯)为了使该方法能够得以实际

应用#本研究在课程开始时便与学生沟通成绩考核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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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强调了预习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设计了符合学生

学习能力的预习作业)

C&D&D

!

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抽象思维与科研思

维能力
!

本研究创新性地应用了
S?7

学习法'

$.1

(

#即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法-来鼓励学生参与课堂学

习)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鼓励

学生以单独或小组合作的形式去探究和解决问题#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步步深入#逐步发掘问题背后所

隐含的信息#从而获得知识#其科学思维方式也得到

锻炼)

在开展
S?7

教学法时利用了,四川大学课程中

心-医学统计学论坛#鼓励同学们在论坛上提问并勇

于提出个人见解供大家探讨)另外#同学们也可以在

论坛里跟帖讨论)该论坛建立后#同学们将课后产生

的问题以发帖的形式在论坛进行提问#大家纷纷在复

习课程内容*查阅相关资料后在论坛进行相互讨论)

从论坛访问量可看出该方法初有成效#同学们对该方

法参与度较高)例如!

同学甲在论坛提问!,老师上课的
SSC

上提到#

偏倚只能进行控制而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偏倚是一种

系统误差#我记得老师上课时讲的是系统误差是可控

的且可以避免的#不知道是我记错了还是怎么样#希

望大家讨论一下#系统误差到底能不能完全避免.-#

同学乙回答!,我个人觉得系统误差能不能被消

除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手段来降

低系统误差#当系统误差被降到极小极小时可以认为

系统误差已被消除)类似于
(

!

)

$

这种情况)-

同学丙回答!,系统误差不能完全避免)-

在同学们针对问题进行复习*查阅资料后#老师

在论坛为大家做出了解答

C&D&E

!

实施翻转课堂#提高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本研究通过设计,翻转课堂-课

程实践'

'

(

#其目的一方面为提高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另一方面为培养学生统计思维和科研能力#同时也以

科研课题为导向#引导同学们更深入地理解统计学知

识#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改善学习态度)该实践提供
'

个板块的课题!,教学相长-*,牛刀初试-和,脑洞大

开-#分别侧重于知识理解*知识运用和创新能力)在

学期开始时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组#每组同学可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情况确定一个研究课题#并指

定一位课外专家作为顾问#根据课外专家指导开展研

究)每周的理论课和实习课结束后#由授课老师和助

教回答学生的问题并作指导)每组同学分别在课程

中期及结束时进行课题的中期汇报和结题报告#展示

研究成果)

例如!某一小组以,成都市噪音污染与心血管疾

病相关性究方案设计-为题#以某专家为顾问进行翻

转课堂课程实践#在文献阅读*研究目的和内容的确

定等研究过程后#在指导老师指导下设计了成都市社

区噪音与心血管患病率相关性的调查表#完成了方案

设计)通过参与此次课程实践#学生在结题报告中得

出总结,本课题范围大#要求严#难度高)从这次的方

案设计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团体协作和交流的重要

性#团体内分工明确#与其他团队共同交流学习#能够

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另外#对横断面研究的过程和

思路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了解#这为我们将来进行其

他的临床研究打下了基础)最重要的是#从本次的方

案设计中#我们对于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的知识有了更

为深刻的理解#能够初步将所学到的书本知识应用于

科学研究#如设计科学合理的问卷并能进行统计分

析*推断)-由此可见通过开展,翻转课堂-课程实践#

学生不仅意识到团队协作能力的重要性#也在实践过

程中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在统计思

维和科研能力方面均有所进步)

C&E

!

教学方式效果评估方法

C&E&C

!

问卷调查法
!

本研究在借鉴已开发的学习效

果评价量表'

0

(的基础上改进设计了学生自评调查量

表#在课程开始前和课程结束时分别对学习 /医学统

计学0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对学习态度*学习能力*

知识掌握情况*合作技能
0

个维度做出评估)经信效

度检验'

<

(

#问卷的
;H",MOKJT+

#

为
%&/()

#表明内部一

致性较好)

C&E&D

!

学习效果客观评价
!

主要指标包括
0

个方

面#分别是$

$

&网络课程中心的使用情况!课程中心的

登陆人次数*附件的下载量和发帖留言量%$

1

&,翻转

课堂-

(

个科研小组课题完成情况%$

'

&学期前*后行学

生自评调查量表调查%$

0

&开放题关键词分析结果)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S661%&%

软件分析数据#计

量资料用
F\<

表示#比较采用
3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

数表示#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课程参与情况
!

在课堂讨论过程中#大部分学

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讨论#思维活跃#逻辑清晰)在

网络课程中心使用方面#课程中心的登陆人次数共计

$/()

次*表
$

为互动栏目中的论坛版块的部分内容)

D&D

!

,翻转课堂-完成情况
!

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每

个小组都在课程结束时完成了科研内容#在期末结题

汇报时顺利展示了一个学期的科研成果#并撰写了结

题报告)

D&E

!

学生自评调查量表调查结果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

!!

课程中心论坛部分帖子展示

序号 主题 浏览数$

(

&回帖数$

(

&

$

配对比较的假设检验#符合参数检验条件#能否出现
3

检验结果
!

%

%&%<

%而非参数检验
!

$

%&%<

的结果. 如

果出现上述情况#此时应该怎样解释检验结果.

'' )

1

老师的
SSC

上说!偏倚只能进行控制而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偏倚是一种系统误差#我记得老师上课时讲的是

系统误差是可控的且可以避免的#不知道是我记错了还是怎么样#还希望老师能够解答一下#系统误差到底能

不能完全避免.

'' -

'

为什么方差分析在比较时是单尾呢.

$/ 0

D&E&C

!

学期前*后学生自评调查量表各维度自评分

比较
!

学期前*后两次调查结果比较分析显示#课程

结束时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知识掌握情况及合作技

能
0

个维度的自评分平均值较课程开始时有所提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见表
1

)

表
1

!!

课程前后自评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

F\<

(分&

维度 课程开始前 课程结束时
3 !

学习态度
$0&%)\1&-) $<&%1\'&%( 1&$) %&%'

学习能力
$<&)-\'&%/ $-&0(\1&// '&((

$

%&%$

知识掌握
$<&)<\1&() $-&%-\1&-( '&10

$

%&%$

合作技能
$/&$(\'&$% 1%&0%\'&$( 0&)$

$

%&%$

D&E&D

!

开放题关键词分析结果
!

为了对教学方式的

改进效果做更深入的分析#学生自评调查量表采用了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式#将问卷第
<

题设计为开放问

题#问题如下!,你觉得今后的教学应该如何改进.-)

对
/)

份问卷整理后#对关键词提取并做了频次的统

计#见图
$

)从图
$

可以看到#超过
<%>

的同学对/医

学统计学0教学方式改进的感受较好#并认为课程安

排能够有效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另外#对此次教学改

革的意见和建议中#反馈频次较多的有以下几点!,增

加上机操作-,增加习题的讲解-,作业中增加
6S66

读

图题-,课堂中增加随机抽讲-#以及,进一步改进翻转

课堂-等)

图
$

!!

开放题关键词频数分析

E

!

讨
!!

论

!!

本研究显示#在教学方式改进之后#学生在学习

态度*学习能力*知识掌握情况*合作技能
0

个维度均

有所改善#表明本研究所做的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探

讨#有效改善了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习

态度与团队协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科学

思维方式)

E&C

!

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态度
!

在学期开始前的调查

中#医学生对于学习态度部分的自评分是
0

个维度中

最低的)对此#一方面#本研究采用在作业中加入下

一次课程内容*增加平时成绩占比的方法)课程开始

前*课程结束后学习态度的自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可以认为此项方法在提高学生课堂积极

性#改善学生学习态度方面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从

作业完成质量$作业上交的及时率*每次作业的成绩&

上可以看出#课前预习可以加深同学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学统计学0,学生学习累-

的问题)本研究采用
S?7

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参与课

堂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步步深入#逐步发掘

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信息#从而获得知识)从课程中心

的访问量可以充分表明此模式的应用调动了学生积

极性*激发了同学的探索欲*做到了让学生学以致用)

E&D

!

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

翻转课堂的建

设#将抽象思维的培养转换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统

计学科研能力拓展)解决了医学生不十分擅长抽象

思维#学习时,开卷显然*掩卷茫然-的一大难题)从

课程开始前*课程结束后合作技能的对比的结果及开

放性问题的答案中可以看出#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

)

(有所提升),翻转课堂-帮助学生运用统计学思

想和方法解决本专业问题#产生学习需要%当学生相

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成功地完成挑战性任务时#能激

发他们强烈的学习动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

堂氛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需要*动机和兴趣的紧密结合#激励学生最大程

度地发掘学习潜能#从而改善了教学效果#保证了教

学质量)

教学方式的改进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从

定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了这次教学改革的不足#

例如有同学提出希望增加习题的讲$下转第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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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患者胫骨搬移过程中出现皮肤皱褶%

?

!堵塞明胶海绵术后第
$

天%

;

!填塞明胶海绵术后
$

个月

图
$

!!

典型病例

E

!

讨
!!

论

!!

在治疗胫骨骨缺损行骨搬移过程中#经常会出现

皮肤皱褶)吴其常等'

$

(在用
8G#VOH"R

技术治疗
$0

例

下肢大段骨缺损中#出现
$

例皮肤皱褶%聂涛等'

1

(在

用
_HIJ"A#E

外支架治疗
11

例
;#DH,

W.

*

,

型胫骨感

染性骨不连患者过程中#出现
1

例皮肤皱褶%王斌

等'

'

(在用环式外固定器结合髓内钉治疗
11

例胫骨非

感染性骨缺损时出现
$

例皮肤皱褶#均未说明处理皮

肤皱褶的方法)笔者在骨搬移手术中也遇到同类问

题#通过明胶海绵填塞腔隙#从而避免骨搬移过程中

再次出现皮肤皱褶#取得较好的效果)

医用明胶海绵目前主要用于创面止血)马维虎

等'

0

(在治疗上颈椎不稳损伤静脉丛时用明胶海绵止

血#效果良好)有研究报道#骨科伤口感染与出血量

有明显的相关性'

<

(

)采用明胶海绵填塞抬起的腔隙#

可以减少出血量#同时可消灭死腔#防止腔隙塌陷)

另外#明胶海绵主要成分为胶原蛋白#是一种无菌*无

热源#能被人体组织吸收的止血剂#在人体内
0

"

)

周

可自行溶解吸收#对人体没有明显影响)因此#可以

留置体腔内或创腔内)与组织接触不产生过分的瘢

痕组织及不良的纤维化反应)因本研究病例较少#观

察时间短#该处理方法是否对患者确切有效#还需增

加样本量#通过对照研究证实#且需延长病例观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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