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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G?UC.C9,!R#62教学法在口腔种植学继续教育中的效果'方法!选取1%1$年四川
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种植科进修医师;%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G?UC.C9,!R#62教学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EWE%'比较两组医师的循证医学能力评分&考试成绩和临床实践操作考核!采用问卷
调查评估满意度'结果!试验组的循证医学能力评分为"$1&$1X$&0;%分!高于对照组的"(&//X$&-1%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考试成绩为"/%&()X-&(1%分高于对照组的")(&;)X-&$0%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79M+",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循证医学能力评分&考试成绩呈正相关'临床实践操作考
核中!试验组的课堂表现优于对照组!但两组操作考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除学习效率感外!试
验组其余部分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循证医学>G?UC模式结合C9,!.
R#62教学法能提高文献检索能力和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比EWE更具有优势'

#关键词$!医学教育$循证医学$>G?UC模式$C9,!R#62教学法$口腔种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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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口腔种植修复的需求增加%如何通过短期的
继续医学教育培养合格的口腔种植专科医生%成为突
出问题*口腔种植学涉及多学科基础%理论性强且实
践性高($.1)*而国内的口腔种植学课程缺乏统一标
准(')%不同院校的进修医生未能形成一致的诊治思
路%这加大了教学难度*

!!口腔种植学教学以传统教学法#EWE$为主%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而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1)%该模式
偏离实际工作的需求(0)*C9,!R#62教学法通过穿插
式教学%使教学步骤分层多样%利于理解与吸收(;)*
循证医学能力的培养利于临床医生识别+评估和将证
据整合到临床决策中())*目前推荐的循证医学模式
是>G?UC 模式(患者或疾病类型 #493#7,3+"4M"S.
:78+$+干预##,37MN7,3#",+$+对照#6"849M#+",+$%结
局#"K36"87$+研究设计方案#+3K!L!7+#Q,$)%可将临
床问题特定化和标准化(-)*本研究引入循证医学>G.
?UC.C9,!R#62教学法%为口腔种植学继续教育提供
新思路*

A!资料与方法

A&A!一般资料

!!选取1%1$年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种植科继续
医学教育医师;%名%随机抽样%均分入试验组与对照
组%每组1;名*两组由同一名从事口腔种植/年的

副主任医师授课*两组进修医师学历均为本科及以
上%临床工作'"$/年不等%均未独立开展过口腔种
植修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A&B!方法

!!对照组采用EWE教学法*试验组采用>G?UC.
C9,!R#62教学法!将进修医师分成;组%以 ="A命
名%组内编号为$";%课程安排如下*#$$教师传授!
教师分别选取简单#低难度和低风险$和复杂#中等难
度和中等风险$各$例#C=?分类$%采用>G?UC模式
转化为循证问题%依据循证问题制定检索策略%寻找
最佳临床证据%完整介绍病例*#1$小组讨论!提前1
周发放新病例%各组根据>G?UC模型进行文献检索
及病例分析%讨论整理出统一意见*#'$交叉学习!重
新分组%在新小组中成员分别汇报原小组的讨论结
果'要求成员充分参与%发现原小组存在的漏洞'如发
现新问题%可在新小组讨论(/)*#0$集中汇报!回到原
小组交流成果%总结后以原小组为单位进行病例汇
报*#;$教师总结!教师评价并答疑解惑%给出确切结
论并归纳观点*#)$举一反三!总结课上%教师随堂提
出新病例%每组讨论后派出$名成员发言并构建文献
检索思路%由其余进修医师评价并由教师总结*

A&C!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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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循证医学能力评分)(*

!!结课后%提供病例$例%两组同时完成量表评分%
包括分析病情+文献检索+评价循证证据+运用循证证
据等部分%答对计$分%答错计%分%总分为$;分*

A&C&B!考试成绩

!!闭卷考试%题型及分值分布如下!=$单选1%分%

=1单选$%分%名词解释$;分%简答';分%案例分析

1%分*两组考试试卷+评分教师与评分标准保持
一致*

A&C&C!临床实践操作考核

!!采用实验课^随堂测试的形式%仿真模型教学%
进修医师反复练习%随堂操作考核*课堂表现'%分%
操作考核-%分*

A&C&D!教学效果满意度

!!采用问卷调查%共;项%每项评分为$"$%分*

A&D!统计学处理

!!采用C>CC1'&%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HX@表示%组间比较采用5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
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1 检验*采用>79M+",相
关性分析*!#%&%;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结!!果

B&A!两组循证医学能力评分比较

!!两组文献检索能力+评价循证证据能力和循证医
学能力总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
组分析病情能力和运用循证医学证据能力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B&B!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两组总评成绩呈正态分布%试验组在总分+=$单
选+=1单选+简答和案例分析方面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名词解释成绩方
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两组循证医学能力评分比较%HX@(分&

组别 ) 分析病情 文献检索 评价循证证据 运用循证证据 总分

试验组 1; $&0/X%&;( $&)0X%&;- ;&)/X%&(% '&'1X%&)( $1&$1X$&0;

对照组 1; $&1/X%&-0 $&%/X%&-) 0&)%X%&() 1&(1X$&$; (&//X$&-1

5 $&%)1 1&(;$ 0&$$% $&0/( 0&(/1

! %&1(0 %&%%; #%&%%$ %&$00 #%&%%$

表1!!两组考试成绩比较%HX@(分&

组别 ) =$单选 =1单选 名词解释 简答题 案例分析 总分

试验组 1; $-&1/X1&-) /&()X%&;0 $'&)0X$&$$ 1/&'1X-&') $1&-)X$&;$ /%&()X-&(1

对照组 1; $;&$1X'&1' )&(1X$&11 $'&0/X$&$( 1'&)/X)&$1 $%&')X1&-/ )(&;)X-&$0

5 1&;0$ -&)'/ %&0(% 1&01; '&-(1 ;&'0;

! %&%$0 #%&%%$ %&)1) %&%$( %&%%$ #%&%%$

B&C!相关性分析

!!>79M+",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循证医学能力评
分和考试成绩的相关系数为%&'%(%存在正相关关系
#!#%&%;$%见图$*

B&D!两组临床实践操作考核比较

!!试验组课堂表现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两组操作考核得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见表'*

表'!!两组临床实践操作考核比较%HX@(分&

组别 ) 课堂表现 操作考核 总分

试验组 1; 1'&-1X$&10 ;;&-1X1&/0 -(&00X1&--

对照组 1; 11&-)X$&0/ ;;&%0X'&%$ --&/%X'&'/

5 1&0/0 %&/1' $&/--

! %&%$- %&0$; %&%)-

B&L!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除学习效率感外%试验组其余部分满意度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0*

图$!!循证医学能力评分和考试成绩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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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HX@(分&

组别 ) 教学方式满意度 培养临床思维 促进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学习效率感 总分

试验组 1; (&0%X%&-$ (&;1X%&;$ (&0%X%&); (&%0X%&/( (&%%X%&/1 0)&')X$&/-

对照组 1; /&//X%&-' /&()X%&-0 /&'1X$&'$ -&/%X$&00 /&;)X%&(1 01&;1X1&$1

5 1&;)) '&$'% '&)// '&);/ $&-(1 )&-//

! %&%$' %&%%' %&%%$ %&%%$ %&%-( #%&%%$

C!讨!!论

!!培养进修医师独立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当
今继续医学教育的迫切要求*检索和运用文献能力
是应对临床问题的必要条件($%)%循证医学作为主流方
法学%培养医师临床思维能力的效果显著*>G?UC模
式把临床问题结构化%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策略%帮
助医师查询最佳证据%养成医师对疾病和治疗决策的
良好思维惯性及逻辑分析习惯%最终拓展其临床思
维(-)*C9,!R#62教学法是师生互动型穿插式教学(;)%
其通过理论学习后的实践巩固知识%但培养整体临床
思维的作用稍差($$)*本研究将 >G?UC模式结合

C9,!R#62教学法运用于口腔种植学继续教育中%通过
多项指标评价教学效果*

!!试验组的循证医学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
%&%;$%提示>G?UC.C9,!R#62教学法在提高循证医学
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试验组在文献检索+评价循
证证据方面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能
是>G?UC.C9,!R#62教学法给进修医师提供了充足文
献检索时间%使其检索能力得到提升'而大量的讨论
与总结%帮助进修医师拓展思维%使其能更准确地对
循证证据进行评估*试验组在分析病情+使用循证证
据方面由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是这两项与进修医师本身的临床水平及临床思

维相关%短期内>G?UC.C9,!R#62教学法是否有优势%
无法直观地体现出来*

!!试验组的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提示

>G?UC.C9,!R#62教学法在提高学习成绩方面具有优
势*考虑是因为>G?UC.C9,!R#62教学法通过典型病
例分析%引导进修医师将理论用于实践%形成理论和
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互动%也提高了进修
医师的学习兴趣及参与度%最终提高了考试成绩*

!!>79M+",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循证医学能力评
分与考试成绩呈正相关%说明提高循证医学能力有助
于提升综合能力%不仅要注重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的
培养%也要提高进修医师的循证医学能力*

!!试验组的课堂表现得分高于对照组#!#%&%;$%
提示>G?UC.C9,!R#62教学法在提高学习积极度方面
具有优势*但两组操作考核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提示>G?UC.C9,!R#62教学法不能
明显提高临床操作技能*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操作

方面更多的是对临床技能的学习%而不是对病例的处
理'同时%临床水平的提高需要大量的临床经验和充
足的训练%>G?UC.C9,!R#62教学法难以在短期体现
对临床技能的提升*>G?UC.C9,!R#62教学法偏向理
论%可能还需与其他教学法相配合%才能进一步提高
进修医师的临床技能%其在提高进修医师学习效率和
临床实操方面仍有待优化*这种侧重-主动寻求+积
极探讨+得出答案.的方法%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难
以在短期内体现其提升作用*此外%>G?UC.C9,!R#62
教学法对教师和进修医师都有更高的要求*教师需
具备更高的教学水平($1)%可充分引导进修医师%保证
讨论积极高效($')'进修医师需具备较强的理论基
础($0)*且由于继续教育时间短%本研究在教学和考试
中均未选择高度复杂#高难度和高风险$病例%不足以
充分培养及考察进修医师诊疗疑难病例的逻辑思辨

能力*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可能是由于>G?UC.C9,!R#62教学法让进修医师
成为课堂主体%小组讨论和交叉学习提供了-教师答
疑.外的解决方法'小组总结汇报使进修医师协作能
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的充分参与
和-举一反三.%可提高进修医师对临床病例的理解%
有助于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比较EWE教学法%>G?UC.C9,!R#62教学法能提
高进修医师循证医学能力和考试成绩%在理论与实践
的对接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将该教学法纳入继
续医学教育中%在培养口腔种植学专科医生的临床思
维习惯%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具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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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在牙体牙髓病学实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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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虚拟现实"D<%技术教学模式在牙体牙髓病学实训课程教学中运用的可行性'
方法!选取本校口腔专业0/名学生按要求分为两组!每组各10名'在口腔牙体牙髓病学实训教学课程中试
验组进行D<技术的模式进行教学!对照组按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课程结束后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成
绩比较和问卷调查'结果!试验组基础理论知识得分&实践操作能力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在
教学模式评价&实训操作效果自评和课程满意度评分上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口腔牙体牙髓病学实训教学课程中应用D<技术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对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实践
操作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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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牙体牙髓病学是一门专业性和操作性极强
的临床医学学科%大多数技术都要求精确到$88以

内%很多操作常不能在直视下进行%还会受到口腔中
牙周软组织+邻牙及唾液的干扰%对学生的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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