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医学与数据杂志                                                                        2022 年第 6 卷第 5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Data                                                        https://ijmd.oajrc.org/

- 62 -

多元化教学模式在胸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刘炳才 

安丘市市立医院  山东潍坊 

【摘要】目的 探讨胸外科教学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运用。方法 选取 2014 年至 2017 年间的 60 名实习

医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对比，选取 30 个作为观察组，采用“人才培养”的方式进行临

床教学，其余的作为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传统的临床医学教学方式，对两组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以及

动手能力、综合能力、团队能力进行了对比。结果 显示观察组的评价得分高于对照组，两者在以上各点均

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在临床医学专业中，采用“以人为本”的教学方法，既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又要加强其理论基础，还要加强其临床工作能力，把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培养其综合

分析和临床思维，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胸外科教学方法；临床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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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oracic surgery teaching methods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60 interns from 2014 to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comparison, 30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method was used for clinical 
teaching, and the rest wer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clinical medicine teaching 
method, and compared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ability,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eam ability. Results the evalua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he above points. 
Conclusion In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adopting the "people-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should not only give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but also strengthen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clinical work ability, and 
organically comb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clinical practice. cultivate thei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linical thinking, improve their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his teaching method has obvious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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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胸外科是一门具有高深学问的学科，不仅要有

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高超的技术，传统的医学

教育，讲究的是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与实践相结

合，很难将其与现实联系起来，使其与现实脱节，

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最终效果不佳。近年来，

各种多元化教学方法不断地促进了医学教育的改革

与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选取 2014 到 2017 届毕

业生于胸外科实习，应用这种模式进行了临床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临床仿真教学是对临床疾

病进行模拟的一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在教材上对教

材有一定的了解，在临床上，通过对医生、患者的

模拟，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理解。通过临床模拟教

学，将教材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让教材中的知识更

加丰富，更加直观。我院通过对人才培养与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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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的比较，探索了人才培养教学模式下的优越

性，本文通过两个组分析两种不同教学模式在胸外

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2 资料和方法 
2.1 实习生资料 
选取 2016 年至 2017 年间，以本科在我院实习

的实习生 60 人作为研究对象，将受试者分成两组，

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30 名，科室教师为主治医师，

其带队老师是同一个人，带队老师有 5 年以上教学

经验。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人才培养”的方法，并配备一名

带教教师，并按规定的每周一次授课，教授有关实

习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观察组采取了传统的临

床教学方法，(1)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护士，具有较强

的操作技巧和协调能力，同时具有较高的胸部外科

技术水平。(2)提出问题，制定相关的病例，在设计

病例时，要结合临床实际，先设定一些常见的疾病，

再根据病人的情况，提供相应的技术操作，并将设

定的问题，以及相关的临床资料，发送给实习生，

让他们在讨论阶段进行。(3)在课堂上，向同学介绍

学生的真实状况，让他们在旁边进行讨论，并作出

初步的诊断，并向教师提供相关的建议，并在网络

上查阅相关的信息，寻求解决办法。(4)开设教室，

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讨论，并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进行

10 分钟的讨论。(5)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录像，

进行实训，并根据病人的病情、用药、禁忌等实际

操作步骤提出问题。(6)小结，实习人员在完成以上

各项工作后，应对作业进行全面的总结，并及时反

映出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实习生的迅速发展。 
2.3 两个不同组不同教学模式下的研究方式 
（1）观察组：模拟与问题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 
首先，我们鼓励学员们进行标准化的患者扮演，

然后根据学校现有的标准患者，由学生组成小队，

由学生们轮流担任“病人”和“医生”的角色，通过情

景剧的方式，模拟临床第一次就诊的场景，并进行

临床问诊。接下来，就是使用学校的医疗模式，在

模式上进行体格检查，以专业检查例如以双合诊、

骨盆测量为基础，进行基础医疗技术的规范化培训。

然后，让学生在指定的时间里写出病历和诊断。以“病

人”为例，对“医生”进行评价。 
教师以个案中的一个常见或典型的症状或体征

为题目，让同学们以现有教科书的知识为基础，通

过查阅文献、网络医学信息等方式进行学习。在教

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核心，以个案讨论的形式进

行上一节课的首次讨论。然后，老师会给出病人的

进一步的检查报告，让学生们在小组里进行讨论，

然后进行分组讨论，以确定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法。

老师在总结讨论时，首先是学生的代表，然后是其

他同学的补充，甚至是争论；带教老师根据学生的

回答，指导学生思考，分析，讨论问题。最后，对

实际患者进行了实习，并学习了相应的临床操作。 
通过电视、多媒体和内窥镜手术的实况录像，

加深学员对医疗案例的认识和认识，提高学生对此

课题的学习兴趣。如采用多媒体动画制作，将胎儿

在分娩时的衔接、下降、俯屈等各种动作表现得淋

漓尽致。又比如，利用我院妇科腔镜技术，进行妇

科腔镜直播通过对外科手术的观察，学员不但能直

观地认识到骨盆的解剖结构，还能对妇科微创外科

的基础操作有一定的认识。 
（2）对照组:传统临床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临床教学中，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带领学生到医院就诊，指导学生问诊、体检、

查阅病历、总结病历、制定诊疗方案。 
2.4 观察指标 
（1）我院自行组织的综合评估（包括理论知识

与技术操作），满分为 100，成绩愈高者，则表现

出良好的临床教学效果； 
（2）运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对高校毕业生的满

意度进行了调查，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3 结果 
3.1 两组的分数比较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观察组的考核分数明显的高

于对照组的，差距比较明显，P<0.05 
3.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的满意度为 9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2%，

差距比较明显。 
3.3 对比两组实习生动手能力、综合能力、团

队能力等 
结果是观察组各项能力的数据都明显高于对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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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传统临床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临床实习是所有想要成为医生的人都必须要做

的事情，这是他们进入医学界的第一步，也是他们

第一次将自己所学到的医术运用到实际中去。随着

社会的发展，医学院校对更高层次的学术要求越来

越高，一些临床实习生面临着考研与找工作的双重

压力。传统的临床医学教育是一种以老师为主体的

单一知识传授方式，老师讲授相关知识，而学生则

是被动地接受。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的学习和实

践活动很难激发，很难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

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基本理论与临床

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协调发展，使其教学质量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 
4.2 采用人才培养的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对胸

外科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较，人才培养在学习主体

转变、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教师为主体的

教学模式。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其教学内容、教学

侧重点与传统教学方法相近；“高师”教学法注重

学习的要点，注重情境与问题，使其更生动、更易

于为学生所理解。比如胸外伤后血气胸的基础课程，

在开课前，老师会让学生了解胸外伤后的血气胸分

类、肋骨骨折、气胸、血胸等方面的知识，让学员

对胸外伤后的血气胸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实

践中，我们采用了从高空坠落引起的血气胸，采用

了传统的临床教学方法。问题：是什么引起了胸部

和胸部的流血？在上课之前，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

以胸创伤后的分类，骨折分类，肺裂伤分类，学生

在课堂上进行了探讨，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由于在

课堂上，问题的具象化、生动，能激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强他们的主动性，并能让他们在遇到问题

时具备初步的临床思考能力。 
4.3 提高实习生胸外科实习技能的人才培养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胸外科医生，就需要在临床

实践中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胸腔穿刺、胸

腔闭式引流是胸外科最常见的术式，胸腔穿刺和胸

腔闭式引流术是胸外科的拿手好戏。上课前要有针

对性的自主学习，在实际操作中，要正确地选择穿

刺、引流，确保手术的成功。临床操作能力是指在

外科或其它医疗活动中，能写出常见的医疗文件，

例如病例。训练实习医生的写作技巧，应该从标准

的书写练习入手，同时要养成观察、记录、分析个

案的良好习惯，通过比较来提高自己。通过对实习

生进行操作和操作的培训，了解新技术、新仪器的

工作原理和操作，熟悉解剖学和操作的基本知识，

并对新仪器的操作和应用进行深入的了解。在进行

手术前，要强化理论和技术的培训，老师要让学员

们看一段医疗操作的录像，进行现场观摩、讲解、

做实验、做动物实验，做好术前的准备工作，然后

作为助手参与，保证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不但要对自己和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

还要做到规范、规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研究结果显示，78%的学生对胸外科的学习感觉有

显著的提高，8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临床思维能力

得到了显著的提高，90%的学生对两种教学模式的

综合运用表示满意。 
结论 
目前医学教育模式下，医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相

对较多，但实践能力普遍偏低。传统的临床教学多

是理论讲授，床边指导，不能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而变化（因材施教），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不能让学生真正的融入临床实践，不能

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实践，不能满足当前的人才需求，

从而造成学生的发展速度较慢，总体满意度较差。

学生主体性、自主性、快速查找材料、培养临床思

维、促进临床应用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独立

解决问题、成功地开展临床工作。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的主

体性，培养学生的临床思考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使其由学校向临床的平稳过渡，从而使临床教育的

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很好的

应用。通过将实验组和控制组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方面的对比研究，发现“人才培养”的实验教学

方法有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的运用和操作技巧。这样的授课模式，打破了以

往那种依靠知识，以案例模拟的形式，来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掌握手术的技术和注意事项，理解病人

的心情，以及医生的职业操守。因此，与传统的临

床医学教学相比较，模拟临床医学教学在提高知识、

提高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技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

越性，是值得推广的一种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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