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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在内科学教学中的作用*

李德云1,谢 瑜1,李林华2,黎承平1△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血液科;2.心内科,昆明
 

650031)

  [摘要] 目的 探索在医学高校内推广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对内科学教学质量的影响。方法 考核参

加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内科学理论大课学习组(试验组)及只上内科学理论大课学习组(对照组)两组学生的

成绩。结果 试验组内科学平均成绩是(64.76±13.17)分,对照组平均成绩是(57.70±13.43)分(P<0.05);试验

组及格率52.00%;对照组及格率29.41%(P<0.05);试验组中成绩在80分以上的占20.00%;对照组中成绩在80
分以上的占11.76%(P<0.05)。结论 在医学高校内推广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有助于提高内科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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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学是一门临床基础课程,包括消化内科、呼
吸内科、心脏内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等相关内科疾

病的学科的总称[1],是临床医学生必修且被列入重点

的知识,血液病学是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血

液系统疾病的内容抽象、理论性强、理论枯燥乏味,学
生普遍缺乏血液病相关知识和学习方法。为学生开

展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程,激发学生积极主动

地去学习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内容,从而提高学

生对血液系统疾病认识,提高学习成绩,真正掌握血

液病学的知识,为临床医学生创建一条新的学习途

径。本课题探讨开展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对

临床医学生内科学总成绩的影响及其具体的实施方

法,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学生的内科学教学质量。
在大学里开展的选修课是为了拓展学生知识及

开发学 习 积 极 性 设 置 的 课 程[2]。骨 髓 移 植(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BMT)可以延长恶性血液病

患者的寿命,且部分患者可以治愈[3]。BMT是通过

静脉注射正常骨髓细胞,使患者重建造血功能和免疫

功能。约60%的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经过异基因或

同基因BMT治疗,生存期可达3年以上,部分可达

5~6年以上。BMT所使用的造血干细胞除了骨髓,
还包括从末梢血回收或脐带血来源的外周造血干细

胞(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PBSC),免疫不全的患

者、遗传基因异常等导致的代谢异常疾病的患者也尝

试使用过。
教学模式是教师授课方式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

系一种教学形式关系。传统的教学主要以教师灌输

知识为主,这就决定了临床医学生在学习及工作过程

中思维局限,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

力。开展BMT选修课,扩展血液学知识,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开拓了学生的临床思路,激发了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4],为提高内科学学习效率提供了

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时通过改变教学模式,也能提高

学生学习的兴趣,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将有利

于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和创新,培养适应社会发展进程

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以问题为基础学习教学方法是

一种以问题为基础、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围绕

主题进行讨论的教学方式[5]。这种转变使得医学生

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巧妙学习,明显调动了其

主观能动性。教师从传播临床知识转变为教会学习,
学生从被动吸收者转变为学习的设计者,这对培养医

学生良好的习惯和行为,成为终身自我学习者具有重

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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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研究为期半年,调查对象为118名昆明

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生,分为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选

修课学习+内科学理论大课学习组(试验组)及仅参

加内科学理论大课学习组(对照组)。
1.2 方法

1.2.1 考核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笔试(纸质试卷)成绩来评估学

生的学习效果,笔试采取闭卷考试形式,题型有单选

题、多选题、名词解释、简答题。
1.2.2 收集方法

查询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在昆明医科大学

参加造血干细胞移植选修课+内科学理论大课学习

及只上内科学理论大课学习的学生信息,并查询最终

考核形式、考试题型及最终考试成绩。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

百分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平均成绩

共统计了试验组50名学生及对照组68名学生

的成绩,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平均成绩为(64.76±
13.17)分,对照组平均成绩为(57.70±13.43)分,差
异有统计学有意义(P<0.05)。
2.2 及格率

试验 组 及 格 26 人,不 及 格 24 人,及 格 率

52.00%;对照组及格20人,不及格48人,及格率

29.41%,两组及格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试验组及对照组的及格情况

组别 及格[n(%)] 不及格(n) 合计(n)

试验组 26(52.00) 24 50

对照组 20(29.41) 48 68

2.3 80分以上的占比

试 验 组 中 成 绩 在 80 分 以 上 的 有 10 人
(20.00%),对 照 组 中 成 绩 在80分 以 上 的 有8人
(11.76%);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内科学成绩80分以上

的比例较对照组高(P<0.05),见表2。
表2  试验组及对照组80分以上的占比

组别 ≥80分[n(%)] <80分(n) 合计(n)
试验组 10(20.00) 40 50
对照组 8(11.76) 60 68

3 讨  论

从本研究结果看,在医学院校大学里开展造血干

细胞移植选修课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从而提高内科学习成绩,提高及格率及

高分率。因此,在医学高校内应积极推广造血干细胞

移植选修课,最终使得内科学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
目前干细胞移植未被纳为内科学重要章节,故作

为选修课开展,本研究采用的是回顾性分析法,研究

数据相对不多,观察时间短,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结

果有待进一步完善。
专业选修课是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多为本专业

学生开设,为掌握专业知识提供重要途径[6]。各个高

等院校都开展着不同的选修课,使学生得到多方面发

展,如部分学校开展瑜伽课的选修,目的是能陶冶学

生的情操[7];开展美术选修课,可以弥补高等学校美

术教育中的不足[8]。但无论开展多少的人文相关选

修课,相关专业知识的选修课应该是相关对口专业学

校的选修课的主力军。目前来看,血液系统疾病发病

率越来越高,人们对疾病治疗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干
细胞移植的运用的研究越来越多,有相关科室把干细

胞移植治疗运用于治疗静脉血栓[9],也有研究把干细

胞移植运用于神经损伤[10],糖尿病的治疗目前也在探

索干细胞移植在其中的作用[11],老年患者中也在开展

干细胞移植,干细胞移植受年龄限制的说服力有待考

验[12]。目前看来干细胞移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因此,从目前趋势看,选修造血干细胞移植课不仅仅

是能提高内科教学质量层面的问题,更应该是提到是

否应把干细胞移植内容作为重点章节开展教学的问

题层面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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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医学结合OSCE模式在泌尿外科护理本科生
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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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叙事医学结合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模式在泌尿外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实习的288名护生为研究对象,根据护

理带教、考核模式不同分为两组,OSCE模式组在泌尿外科临床护理教学中采用叙事医学结合OSCE模式进行

带教、考核,对照组实行常规考核。比较两组学生核心能力得分、对教学模式的认可度等。结果 OSCE模式组

学生在专业态度、专业实践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对泌尿外科患者的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专业发展能力

方面评分均高于 对 照 组(P<0.05);OSCE模 式 组 对 教 学 模 式 的 总 认 可 度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P<0.05)。
结论 叙事医学结合OSCE模式有助于培养泌尿外科临床实习护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专业实践及人文精神等

核心能力,这种模式更适用于新形势下护理临床带教的发展。
[关键词] 泌尿外科;护理教学;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模式;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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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指出,高等教育要着力培养信念
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业人
才。护理工作专科性强,集科学性、技术性、服务性、
高风险性和人文关怀于一体[1]。美国护理学院协会
(AACN)指出护士核心能力是护理专业学生教育培
养的目标,是护士提供安全并合乎伦理需求的健康服
务所必需的[2]。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是指在
临床医疗护理工作中实践叙事能力,和患者及家属进
行全面、有效沟通,体现人文关怀精神,使治疗、护理
更接近患者的期望水平[3]。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是
一种综合考评专业核心能力的方法,采用模拟临床护
理情境,让护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站内的标准化
患者评估及检查,提出诊断结果和处理方法,并接受
测试者的提问及获得测试成绩[4]。为适应医学模式
的转变及护理学科的飞速发展,加强护生核心能力培
养,是满足现阶段和未来护理工作需要的有效手段。
本文探讨叙事医学结合 OSCE模式在泌尿外科临床
护理教学中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选取在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实习的288名四年制护理本
科生(简称护生)为研究对象。护生入科后均告知研究
目的和方法、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女性246名,男性

42名,采用区组随机化分组法,以月份为区组,根据护
理教学考核模式的不同,分为两个小组(各144名);护
生年龄20~24岁,平均(23.08±1.34)岁。两组护生一
般情况比较见表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护生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OSCE模式组

(n=144)
对照组

(n=144)
t/x P

年龄(x±s,岁) 22.63±1.42 22.79±1.57 0.912 0.637
性别(n) 0.104 0.748

 男 22 20

 女 122 124
独生子女(n) 0.356 0.551

 是 86 81

 否 58 63
家庭住址(n) 0.226 0.635

 农村 61 65

 城镇 83 79
专业填报意愿(n) 0.349 0.555

 自主 75 80

 非自主 69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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