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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法与 "#$结合在临床技能课程中的应用

"

!张春霞!郑玉清!吴建珊!!福建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福州 %&'(')"

摘要!"#$教学模式以问题为中心!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使学习者拥有雄厚

的理论基础& 临床技能教学既要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规范性!又要注重临床实际运用& 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将两种教学方法有

机结合!通过对照研究!差异显著!收到一定教学效果&

关键词!临床技能""#$"$#$"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教学模式强调把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

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让学习者合作解决真实性

!./0123045"问题$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

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培养自主学习!62789:4;2509

2: 72.;343<"的能力%(&

' "#$作为一种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教学模式$弥补了传统医学教学模式!$#$"

的不足' 本人在临床技能课程教学中引入 "#$教

学法$收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现总结如下(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本教学模式研究对象是我院 -'',

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共 &> 人' 对照组为 -''% 级

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共 +- 人' 两个年级的临床技

能选修课均在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在同一教

室$由同一老师授课' 两个年级在前期诊断学成绩#

年龄#性别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教学方法

(=-=(!实验班$#$与"#$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我校临床技能课程为选修课$%+

学时!每学时 ,' ?43"$主要内容为临床常用的技

术$如掌握心电图机的使用和阅读心电图)掌握无菌

技术#导尿术)掌握心肺复苏术)掌握除颤仪#监护仪

及吸痰器使用)熟悉眼底镜#气管插管术及呼吸机的

使用)了解抢救车及抢救用药等'

!-"教学方法(&> 名学生分成 - 个小班授课$一

个班 %' 人$一个班 -> 人' 首先$进行 -, 学时的

$#$教学$每次课教师用 -' ?43 讲解临床技术的操

作要点#注意事项并进行示范$-' ?43 同学自己练

习$完成传统教学内容' 其次$进行 (- 学时的 "#$

教学$每小班学生分 + 组$每组 , @& 名' 进行 "#$

教学时$第一步$在 ( 学时内完成$向学生发放教学

资料!来自临床的典型病例"$学生利用 & ?43 时间

阅读$接着以小组为单位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初步

确定抢救#治疗方案$并选派一名学生将各组提出的

问题及救治方案写在黑板上供学生讨论$老师给与

引导' 第二步$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以小组为单位查

阅资料$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实验室随时开放满足学

生练习的需要' 第三步$需要 , @& 学时完成$

!

以

小组为单位救治模拟病人$其它小组做评判' 要求

物品准备齐全#救治顺序正确#配合默契而无差错$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每位小组成员在整个救治

过程中至少完成一项技术操作'

"

讨论各小组的表

现$主要指出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和需要注意及改

进之处$最后导师结合临床实际进行深入总结$将无

法模拟的临床操作#注意事项及与患者家属有效沟

通方式#医师法对医生的要求和保护交代给学生'

(- 学时可以完成 - @% 个病例的演练$病例尽量涵

盖所有教学内容'

(=-=-!对照班的 $#$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学时

数#班级人数与实验班相同' 教学方法是每次课教

师用 %' ?43讲解#示范临床技术的操作要点及注意

事项$%' ?43同学自己练习$%+ 学时完成教学内容$

没有模拟临床实战的训练'

(=%!评估方法

(=%=(!课程考核!上述研究对象的考核方法相同'

考核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理论成绩!满分

是 ,' 分"$一部分是操作成绩!满分是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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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考核结束后$我们对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问卷统一发放$当场收回$回收率 (''E'

(=%=%!数据分析!对考核成绩和问卷调查结果均

采用 F"FF((=& 进行统计描述和3检验$根据本研究

性质和样本数量将显著水平定为 '='&'

-!结果

-=(!"#$班学生与 $#$班学生的考核成绩!见表

(' 表 ( 显示"#$班理论成绩和实践操作考核成绩

均高于 $#$班$两个班的成绩有显著性差异!4G

'='&"'

表 (!"#$班与$#$班学生的考核成绩比较

项目 "#$ $#$ 56 3 4值

理论成绩 %%H&) I(H+- ,H>+ I-)H,& A+ +H') '

操作成绩 &%H(% I-H-( (H+ I&-H(% A+ -H%- 'H'-%

-=-!"#$班学生与 $#$班学生的课后问卷调查!

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除了分析问题#逻辑推理

能力外$其他各项的分数 "#$班学生都明显高于

$#$班学生!4G'='("'

表 -!"#$班与$#$班学生课后调查问卷得分比较

调查项目 "#$ $#$ 56 3 4值

分析问题 -H& I'H+& 'H+) I-H-) A+ (H& 'H(%>

解决问题 -H), I'H,> 'H&> I-H,% A+ %H%+ 'H''(

信息处理 -H&% I'H+& 'H+A I-H( A+ -H)& 'H''+

学习兴趣 -H+) I'H&% 'HAA I-H(& A+ %H&+ 'H''(

自主学习 -H+) I'H+- 'H)( I-H( A+ %H&+ 'H''(

团队协作 -HA( I'H+( 'H&) I(H)& A+ +H%) '

逻辑推理 -H+% I'H+) 'HA+ I-H%% A+ (H)A 'H'+&

综合应用 -HA+ I'H,% 'H&, I-H, A+ %H-& 'H''-

%!讨论

%=(!$#$传统教学法中引入"#$教学模式的意义

从$#$及 "#$两种教学方法的对比中可以看

到$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的是知识点的学习$教师将

知识点讲解系统而详尽$充分体现了医学科学的系

统性#基础性#完整性#逻辑性#循序渐进性$使学习

者拥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知识%-&

' 但是传统教学模

式在复杂的临床问题处理过程中怎样有效地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没有要求$学生所学知识零碎$缺乏整体

化' 传统教学模式与临床实际运用是脱节的$没有

建立联系' 学生进入临床后$所获知识的恰当运用

需要在临床工作中更长时间的培训才能建立'

"#$教学模式直接从临床实际工作出发$模拟

临床情景教学$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弥补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本课程大部分采取 $#$教学法$使学生掌握系

统的医学知识$规范的操作方法' 小部分时间采取

"#$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两种教学

模式互相交叉运用$得到了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对成绩及调查问卷的分析

表 ( 显示 "#$班理论成绩和实践操作考核成

绩均高于$#$班$两个班的学习成绩有显著性差异

!4G'='&"' 说明"#$教学模式不仅能培养学生的

综合应用能力$也能通过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

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掌握' 从表 - 可以看

出$除分析问题#逻辑推理能力外$其他各项作用的

分数 "#$班学生都明显高于 $#$班学生 !4G

'='("$说明在临床技能教学中适当融入 "#$教学

法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病例为导向的"#$教学方法的优势

随着疾病的动态变化$由于不同小组采取的不

同治疗方法$疾病的转归也不同' 在整个处理过程

中不但可以学到正确的处理方法$也能在失败中吸

取宝贵的经验$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方法$锻炼了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消除了对病人的陌生感#恐惧

感' "#$教学方法的实施$不但将本课程的知识全

部覆盖$有了模拟临床实战情景$而且还起到了复习

和提高学习新知识兴趣的作用' A'E同学认为"#$

教学法课堂气氛活跃$课程生动#形象#富有活力'

%=,!存在的问题

"#$教学模式主要是小组讨论式教学$每个小

组成员需要积极主动参与$才能获取知识$个别小组

成员变成了旁听者$课前没有充分准备$课上没有积

极参与$达不到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应该对这部分学

生予以关注' 单一的 "#$教学模式由于强调的是

实际运用$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对事物内在的原理探

究不够$不利于学生对机理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传统教学模式!$#$"注重知识的系

统性#逻辑性$使学习者拥有雄厚的理论基础' "#$

教学模式是直接从实际问题入手组织教学$将知识

的学习融合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学生

学习兴趣及实际运用能力' 两种教学模式均有各自

不可替代的优点$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和不足$

两种教学模式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是未来教学模式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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