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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学是内科学中重要的学科$知识点多$

专业性强$临床病例复杂多变$学生学习难度较大$学

习效果难以提升#因此$将心血管内科课堂理论知识

与临床实践能力最大化结合是临床实习教学一直研

究的问题#现阶段大多数医学院校在临床实习教学

中采用的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W@

'

!

#

"

#但

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深入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单

纯的
)W@

教学法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医学生临床见

习的要求!

$

"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

围绕某个具体且单一的知识点进行的教学课程!

'

"

$适

用于结构清晰)内容独立)目的性强的小容量教学#

微信互动课堂是指利用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平台为教

学辅助$科学设置微话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教师进

行点评的互动教学方法$有着便捷$可及时进行教学

反馈等优点!

(

"

#本研究将两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在心

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以
)W@

教学法为基础引入微

课
j

微信互动课堂教学方法$并将其与
)W@

教学法

相比较$评估其在心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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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择
$B#N

级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

学&

N

年制'专业的学生
!'M

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

#

'学生知情同意%&

$

'学生已完成理论学习$处于

临床实习阶段%&

'

'轮转至心内科实习的学生#排除

标准*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心内科完整实习计划的

学生#将学生分为对照组&采用
)W@

教学方法$

*\

'#$

'和试验组&采用
)W@j

微课
j

微信互动课堂教学

方法$

*\'$S

'#对照组男
#('

人$女
#!M

人$平均

$$1N

岁#试验组男生
#!B

人$女生
#!S

人$平均
$$1'

岁#两组学生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B1BN

'$可进行对比研究#

!1"

!

方法

!1"1!

!

对照组
!

&

#

'由
#

名高年资带教老师选取住

院患者中的典型病例进行教学查房$与患者沟通并取

得配合$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询问病史)查体)相

关辅助检查的判读等#&

$

'以病例为中心进行分组讨

论$并将各小组的讨论结果在课堂上进行陈述#&

'

'

由老师对各组病例特点及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并将需

重点掌握的知识结合临床病例进行详细讲解#

!1"1"

!

试验组
!

由同一名高年资带教老师在进行教

学查房前$以微信互动课堂的形式向本组学生推送相

关病种信息及微课视频$学生自行选择时间学习$对

于不懂的知识点在群里提出问题并在老师的引导下

进行相关讨论#临床实习教学过程同对照组#教学

查房过后$通过微信群进行知识点的延伸)查漏补缺

和巩固#

!1"1#

!

微课来源及微信群的建立
!

微课来源*&

#

'本

科室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及往期学员反馈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在查阅资料)优化教学的基础上$由科室

秘书协助录制视频%&

$

'使用演示文稿软件和电脑录

屏软件$由本科室老师进行知识点的讲授%&

'

'由本科

室老师根据教学要求筛选合适的国内外各大医学网站

教学视频的开放资源$归纳整理后形成资源库共享#微

信群的建立*在轮转入心内科前$将实习同学纳入微信

群$以群公告的方式进行课程和学习任务的推送#

!1"1$

!

教学效果评估方法
!

两组采用相同的评估方

法#&

#

'理论知识和病例分析的评估*采用答卷的形

式$包括理论知识考核和病例分析考核两大部分$满

分各为
NB

分$比较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和病例分析

成绩#&

$

'教学满意度评估*内容包括对相关理论知

识的记忆是否加深$对病例分析能力是否改善$课堂

气氛是否提高$学习负担是否加重等多个方面#在整

体课程结束后$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记名

填写$问卷当场发放和收回$发放
!'M

份$回收
!'M

份$有效回收率
#BBO

$计算满意率#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2QQ$$1B

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P&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B1BN

为差异

M(#$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C#NSB$#$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CBBMS!

'%重庆市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

=;,=$B#C

E

=

AE

.dBBNC

'%

重庆市渝中区科技计划项目&

$B#(B###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医药科技项目&

aY$B#SB$BS'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YW#NBM'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培育基金&

2YVV$B#S"$C

'%心脏康复与代谢治疗研究基金%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心血管健康研究院+进阶,研究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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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教学成绩比较
!

试验组理论知识!&

($1(MP

(1BN

'分"和病例分析!&

(B1SNP(1$S

'分"考试成绩均

优于对照组!&

(#1BMP'1CS

')&

'C1N(P(1(N

'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1BN

'#

"1"

!

教学满意度比较
!

通过满意度问卷调查发现$

试验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B1BN

'$见表
#

#

表
#

!!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

&

O

'#

组别
*

满意 一般
!

$

)

对照组
'#$ $#C

&

!M1M

'

M(

&

'B1#

'

#B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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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N

试验组
'$S $!(

&

CB1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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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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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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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培养的初始阶段$实习可使学

生将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这在学

生向临床医生的角色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临床实习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将直接关系着医学

生毕业后的发展#

)W@

教学法是医学临床实习教学

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但随着分级诊疗等医疗政策的实

施$许多大型教学医院的临床实习时可能无法提供足

够数量的典型常见病例$单纯的
)W@

教学法已经不

能满足现阶段医学生临床学习的要求#

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快速发展$以移动通信设备

和教学资源共享为依托的网络教学模式也已应用于

现代教学$微课)微信互动课堂&微信群'及慕课是在

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最具代表性的新的教学模式!

N

"

#

学生在课余时间更倾向于从移动网络端获取知识信

息$更习惯利用课外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微课具

有移动学习)远程学习)碎片化学习等特点$近年来微

课结合其他医学临床教学的教学模式已在实习医师)

规培医师等的临床教学中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

!"S

"

#但微课教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比如缺

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以及学习者不能及时与授课者进行

反馈和沟通等!

C"M

"

#微信互动课堂&微信群'能够从一定

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已有将微信互动课堂引入

临床实习带教中的研究$结果显示该种方法取得良好的

临床实习教学效果!

#B"##

"

#针对新时期临床医学教育的

特点$结合微课教学及微信互动课堂的特点$本研究提

出了微课
j

微信互动课堂
j)W@

的临床实习教学模

式$并应用于心血管内科的实习教学当中#

本研究教学成绩结果表明$

)W@j

微课
j

微信互

动课堂教学组理论考试和病例分析成绩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相比传统的教学方式$微课视频模式更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使其能够自由地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

习#通过微信互动课堂$学生可以随时与老师交流$

解决学习问题$这种开放的教学模式可使学生对心血

管内科理论知识的掌握更为牢固$记忆更加深刻$更

有利于提高学生应用理论知识深入分析与探讨临床

实际 问 题 的 能 力$提 高 学 生 的 积 极 性 和 学 习

效率!

#$"#'

"

#

本研究满意度调查表明$

)W@j

微课
j

微信互动

课堂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1BN

'$表明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适用于目前这

一代的学生$吸引其注意力$激发对知识的学习探索

热情$因而获得较高的认可和满意度#

综上所述$

)W@

)微课和微信互动课堂
'

种教学

模式相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的缺点$有着学生接受程

度高$学习自由度大$能够及时得到反馈等诸多特点#

但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这种教学模式仍然有待完善$

如带教老师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完善自身的教

学方式和及时解答学生问题$这无形中增加了老师的

工作量%学生方面需要一定的自学)自律能力$才能够

更好地将知识点融会贯通!

#("#N

"

#总的来说$

)W@j

微

课
j

微信互动课堂这一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心血管内

科临床实习的教学效果$是一种可推广使用的教学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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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教学法联合讨论会模式在肝胆外科规培生

临床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文
!

韬#

!邵
!

月#

!汪克建$

!李德卫#

%

"

#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重庆
(BBB#!

)

$1

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重庆
(BBB#!

#

!!

"中图法分类号#

!

Z!($1B

"文献标识码#

!

W

"文章编号#

!

#!S#"C'(C

"

$B#M

#

#$"$#N#"B'

!!

肝胆外科专业技能要求高$与多个学科存在广泛

知识交叉#随着学科的飞速发展$学科复杂性的逐步

提高$以及近年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广泛开展$

寻求一种更加高效的且能增强规培生综合素质的教

学模式成为教学重点#本研究在临床教学模式的探

索中进行创新$提出了基于问题教学法&

2W@

'及讨论

会&

Q+:78-?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较以往传统的基于

单个病例&

)W@

'的教学方式$充分尊重了学生在教学

活动中的地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查阅文

献及分析总结的能力$现将探索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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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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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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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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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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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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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进行轮转的所

有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生$包括专业型硕士

研究生及社会规培学生$统称规培生#规培生共计

#B'

人#选取
$B#!

年
S[!

月规培生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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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的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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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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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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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规培生为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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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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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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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两组规培生的性别)年级)入科

前理论考试成绩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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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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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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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方法
!

本研究所用病例均为临床肝胆外

科典型病例$包括胆石症)肝脏肿瘤及胰腺癌#教学

内容包含诊断方法)手术指征)手术方式)围术期处理

及术后并发症等#

试验组采用
2W@jQ+:78-?

结合的教学模式进行

教学#

2W@

法基于问题进行教学%

Q+:78-?

的目的在

于阶段性地分享知识和针对某个科研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教学活动中$带教老师选取在对住院患者的诊

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讨论话题$比如外科术后补

液$黄疸的鉴别等#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规培学生需

要自行查阅文献资料$制作演示文稿$对于该话题提出

新观点和权威证据#本科
Q+:78-?

每周举行
#

次$每次

含有
$

个左右的话题$教师听取完所有规培生的发言后

再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其他的规培

学生也需要参与到发言和提问中#与传统教学模式不

同的是$指导老师主要起引导作用$将自己的临床工作

思路)经验等间接地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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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对照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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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进行教学$主要依靠带教

导师单方面的教学和指导$教师通过查房)手术等传

统方式指导学生管理病例$并对单个病例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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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评价
!

入科培训后
$

个月进行教学

效果评价$内容包括出科考核&包括理论及临床技能

考核'及问卷调查#评价过程中通过统一量表按点给

分$避免主客观差异性#&

#

'理论考试病例选择肝癌

与胆石症患者$考察每位规培生对疾病的诊断标准流

程)治疗方案及处理意见等%临床技能考核包括病史

采集)病史病程书写规范情况)影像学判断)基础技能

操作)医患沟通等#&

$

'通过自制调查问卷评价规培

生培训后的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

等综合素质#调查内容包括*该培训是否提高自学能

力$是否引起学生的注意$是否增强对理论知识理解$

是否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是否有利于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对问卷调查的
N

个问题进行打分$每项分数为

#

#

N

分$

#

分代表完全否定$

N

分代表完全肯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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