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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在牙周病后期临床教学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杨长怡 

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  宁夏银川 

【摘要】目的 研究 PDCA 循环在牙周病后期临床教学中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医学本科 47 名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实验组 28 人采用 PDCA 循环教学法，对照组 19 人采用传统方式教学。结果 实验组毕业实习

技能考核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学生对于教学计划的安排、开拓学习视

野、提高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等方面，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口腔医学后期临床教学中引入 PDCA 循环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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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valuation of PDCA circulation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periodon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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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periodontal disease. 
Methods 47 medical undergraduat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8) used PDCA cycl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control group (19) us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Results The scores of graduation 
practice skill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teaching 
plan, broadening the learning horizon, improving the learning interest,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ing the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problem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PDCA cycle in the late clinical teaching of stomat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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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学作为口腔医学的重要学科，具有发病

率高、实践性强、综合性强等特点，要求学生在掌

握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操作同时，还能够综合应

用口腔及全身疾病的专业知识，对患者进行诊断和

治疗。传统的期临床实习带教，由于在科室轮转时

间有限，期间接触临床病例的数量及质量受实际临

床工作影响较大，往往存在学生临床思维模式呆板，

全身疾病和口腔各亚专业临床技能掌握不足，疑难

病例接触少视野狭隘，缺乏学习兴趣，学习动力不

足等问题[1-3]。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将 PDCA 循

环引入牙周病后期临床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实验对象 
选取我院 2015 级口腔医学本科班 47 名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在大五学年按照实习要求随机分为实

验组 28 人，对照组 19 人。实验组采用 PDCA 循环

开展后期临床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方式进行教学。

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同样的实习大纲、轮转计划和

实习要求，毕业考核内容和标准相同，监考老师相

同。 
1.2 实验组教学方法 
将 PDCA 循环应用到在《牙周病学》后期临床

教学中。 
（1）P（Plan） 评估、制定计划 
对入科学生信息进行汇总分析，了解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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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能力、操作能力、综合素质等情况，保证对学生

的有效管理。紧扣《牙周病学》本科的教学大纲要

求，结合口腔执业医师考试要求和学生临床技能培

养的需要，科室建立牙周病典型临床病例库。并通

过定期师资培训和考核统一带教标准及考核标准。 
（2）D（Do） 执行计划，暨临床实习及带教 
实习生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对病人的临床

检查、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要求学生亲自参与医

患沟通，在带教老师的监督下进行临床操作，撰写

病历。每周带教老师根据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总结，对于见到的典型病例，要求学生存留临床

资料图片，补充阅读文献，撰写病例汇报，进行小

组讨论分享。对于一些特殊病例在实习期间没有看

到，则由带教老师从典型病例库中抽取，定期进行

分享和补充。教学的相关内容严格依照教学计划实

施，科室教学负责人监督教学实施以及学生的学习

效果。 
（3）C（Check） 效果检查，实习考核，评价

及回访 
科室教学负责人及教学管理人员定期观摩及参

与教学过程；对实习生学习效果通过出科考核进行

评价；组织学生对带教老师进行教学评价。实习结

束后，对学生进行追踪回访及满意度调查，内容包

括：对教学计划的安排、开拓学习视野、提高学习

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以

上五点进行满意度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积极接受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反馈意见及时落

实到下一批学生的实习带教中。待第五学年全部实

习结束后，所有学生进行统一的毕业实习考核。平

时需利用集体备课、教学试讲、教学会议、科室会

议和小讲课、疑难病例讨论等机会，对学生的学习

情况进行分析，对于优点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和反

馈。 
（4）A（Action） 处理问题 
对于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亮点，优化后纳入新一

轮的教学活动中。对于出现的不足及问题，及时向

带教老师反馈，并进行科室和教学办讨论分析，总

结原因，制定有效的改善措施，并带入下一批学生

实习活动中。 
1.3 对照组教学方法 
采取传统的实习方法，入科后分组，跟随带教

老师进行临床学习和操作，科室定期举行小讲座、

病例讨论等。出科考试及毕业考试内容和形式同实

验组。 
1.4 考核指标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毕业实习技能考试成

绩。并在实习结束出科时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比

较对教学计划安排、开拓临床学习视野、提升实习

质量、有效提升学习兴趣、培养综合分析问题能力

这 6 个问题进行分析，每个问题非常满意、满意、

一般三个选项。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对两组学生毕业实习技能考试成绩数据进

行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不符合正态分布，故选择

秩和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学生满意度

调查问卷结果使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实验组和对照组毕业实习技能考试成绩比

较 
使用秩和检验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表明：实验组的技能考核成绩为（91.96 ± 3.037）分，

而对照组的技能考核成绩为（89.58 ± 3.580）分，实

验组的实习毕业技能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满意度问卷结果比较 
实验组的学生对于教学计划安排、开拓临床学

习视野、提升实习质量、有效提升学习兴趣、培养

综合分析问题能力这 5 个问题，满意度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毕业实习技能考试成绩比较 

Wilcoxon 两样本秩和检验 

分组 M（P25，P75） Z 值 P 值 

实验组 92.00（91.00，94.00） 
-2.411 0.016 

对照组 90.00（87.0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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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 

  教学计划安排 开拓临床学习视野 提升实习质量 提升学习兴趣 培养综合分析问题能力 

实验组 非常满意 24 24 25 24 26 

 满意 4 4 2 3 1 

 一般 0 0 1 1 1 

对照组 非常满意 11 11 11 10 10 

 满意 3 5 4 5 5 

 一般 5 3 4 4 4 

c2  8.248 5.946 6.121 6.300 9.674 

P  0.010 0.040 0.031 0.040 0.005 
 
3 讨论 
牙周病学作为口腔医学的重要学科，要求学生

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有效相结合，将牙周疾

病、其他口腔疾病和全身疾病进行综合分析，给出

全面的诊疗计划[4,5]。大五后期临床实习阶段，在牙

周病科室轮转学习时间有限（一个月），教学质量

受实际临床工作影响较大，如带教老师职称及带教

能力、患者数量与假期等相关因素、专家门诊和普

通门诊之间疑难病例差距等因素，均会影响学生的

实习质量及学习兴趣。同时在传统的带教模式下，

老师也不能及时的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有效的评

估、总结和改进。 
PDCA 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提出的

质量环概念，其特点是在往复循环中解决问题，相

互促进，各个环节有机结合，从而提升工作质量[6-8]。

应用该方法，老师可以及时了解并掌握每一个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学习

的进程和内容。如果遇到临床工作中缺失实习的病

种，可以从经典病例库中选取并进行讲解，有效填

补了传统带教中的实习病种盲区，开拓了学生的视

野，同事也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动

力，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老师们则需要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效

果进行归纳总结，结合反馈意见对教学方法进行优

化完善，将再应用到下一批学生中去，不断优化临

床带教方法，提升教学质量。这个过程对于带教师

资的培养和锻炼，做好实习工作同质化，也有着非

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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