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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临床教学中 CBL联合 MDT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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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危重症临床教学中 CBL 联合 MDT 教学模式的应用。方法 选取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我院危重症科的规培生共 5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50 例规

培生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 CBL 联合 MDT 的教学

模式进行干预。对比两组的学习效果以及规培生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危

重症科的规培生采用 CBL 联合 MDT 的教学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的提升规培生的学习效果以及规培生

的满意度，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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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CBL combined with MDT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critical illness. Methods A total of 50 regular trainees from the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random number grouping, 50 cases of standard 
Pears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eaching mod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teaching mode of CBL combined with MDT. Comparing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CBL combined with MDT teach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 It has excellent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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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技术的不断提升，

现阶段在医疗领域呈现出各学科交汇融合的情况，

相应的医学知识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对于重症患

者来说，多数患者存在多器官功能障碍的情况，在

对患者进行临床诊治的过程中，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使得临床带教的难度不断提升[1-2]。为保障危重症临

床教学的质量，本文将探究分危重症临床教学中

CBL 联合 MDT 教学模式的应用，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我院危重

症科的规培生共 5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分组的方式，将 50 例规培生随机分为对照组

以及观察组。对照组规培生共 25 例，男 13 例，女

12 例，年龄 23-28 岁，平均年龄（25.17±1.36）岁。

观察组规培生共 25 例，男 12 例，女 13 例，年龄

23-27 岁，平均年龄（25.50±1.29）岁。两组一般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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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模式近干预，遵循我院各

项相关规章制度，按照教学大纲中的内容予以规培

生常规理论知识教学。 
（2）观察组方法 
①由教学老师根据实习大纲中的要求，同时结

合学生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

罗列出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流程、教学方式等，

继而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病例，例如：多器官功能衰

竭、脓毒症、脏器功能衰竭等病例，采取病案导学

的教学模式对实习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施教。将观察

组规培生予以分组，每 5 人为一个小组，采用分组

学习的模式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由带教老师准备

病例——对规培生展现病例——根据病例所具有的

代表性提出相关问题——由规培生以小组为单位，

通过搜集资料、查阅文献等方式进行问题的解决，

使其自行进行答案的初步整理，待其搜集完成后，

一一使其进行回答，完成后由带教老师与规培生进

行共同讨论-归纳整理出重点内容，对每个小组的情

况进行点评，指出其所存在的问题，引导规培生将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进一步培养其独立思考、

理论联系实际操作的能力。教学老师对不充分的地

方进行补充，对错误的地方进行修正，同时根据实

习护生现阶段所掌握的知识继而提出新的问题，使

得该教学模式不断进入良性循环。 
②由教学老师带领规培生参与实际的查房工作，

采用教学老师+危重症科专家结合的“多师型”查房

模式进行，查房过程中引导规培生记录相关医师的

汇报内容、问诊过程、治疗方案等，现场由带教老

师以及危重症科专家总结病例的特点，干预的核心

思路，危重症科专家的讨论内容等，引导规培生进

行学习，记录完成后，抽查各小组对于本次查房病

例特点的总结，引导其回答干预方案制定的思路，

在实际查房的过程中传授规培生相应的知识。 
③定期对规培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总结，每周对

各小组的学习汇总笔记进行抽查，根据其学习汇总

笔记以及其反馈的问题分析规培生在学习过程中所

存在的不足，针对其弱项加以强化，引导规培生就

该阶段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不断的强化教学效果。 
1.3 观察指标 
经教学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

学习效果以及规培生的满意度，学习效果采用评分

的方式进行表示，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规

培生的学习效果越好，其中包括：理论知识评分；

病例分析能力评分以及自学能力评分。满意度同样

采用评分的方式进行表示，总分为 100 分，分数越

高表示规培生的满意度越高，其中包括：带教主动

性评分；教学兴趣评分，学习参与度评分，病例分

析全面性评分以及对于带教老师阴虚评分；数据均

由研究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17.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表示，P<0.05）为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学习效果 
经教学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

学习效果，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表 1 对照组与观察组学习效果对比表（ sx  ）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评分 病例分析能力评分 自学能力评分 

对照组 25 （79.84±3.10）分 （77.43±2.89）分 （78.67±2.59）分 

观察组 25 （93.36±2.77）分 （92.29±2.90）分 （93.44±2.63）分 

t - 16.261 18.148 20.007 

P - 0.001 0.001 0.001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规培生的满意度 
经教学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

规培生的满意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带教主动性评分为：（81.41±2.88）分；

观察组带教主动性评分为：（92.08±3.02 分；其中

t=12.784 ，P=0.001 。对照组教学兴趣评分为：

（82.09±2.15）分；观察组教学兴趣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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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6±2.94）分；其中 t=13.275，P=0.001。对照

组学习参与度评分为：（80.19±2.16）分；观察组

学习参与度评分为：（93.39 ±2.55 ）分；其中

t=19.749，P=0.001。对照组病例分析全面性评分为：

（81.05±1.99）分；观察组病例分析全面性评分为：

（93.66±2.64）分；其中 t=19.071，P=0.001。对照

组印象程度评分为：（83.33±3.00）分；观察组印

象程度评分为：（95.58±3.37）分；其中 t=13.575，
P=0.001。 

3 讨论 
通常情况下在危重症科中的患者均存在病情危

重的特征，在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干预的过程中通

常需要采用 MDT 诊疗模式对患者的实际病情进行

全方面的评估与分析，进而在多方位的支持之下制

定出全面的治疗方案，保障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

最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生存机率。在此背景之下，

无疑对相关医务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3-4]。

传统的带教模式主要是以教学老师自身为中心，引导

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提升规培生的理论成绩，但其教学模式太过单

一，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如：①教学模式较为传

统，使得实习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性以及积

极性，现阶段大多数创伤骨科实习生均为独生子女，

大部分实习生缺乏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常规

的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其对于实际学习的兴趣，使其

在相对较大的工作压力面前，不能更好的将精力投

入于其中。②常规教学模式同时存在着教学方式单

一的情况，使得教学效果相对较差，由于带教老师

的个性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偏向于理论知

识或实际操作的情况，使其实习生不能进行独立的

思考，只是跟着带教老师的思维走，面对多层面的

知识，存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同时部

分带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刻板，缺乏变通，面对

不同的实习生未能对教学方式进行灵活的变通，使其

潜力未能能到有效发挥，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极易

对其学习积极性造成打击[5-6]。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了 CBL 联合 MDT

教学模式进行干预，CBL 教学模式主要是以病例与

教师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组讨

论式教学，其能够围绕问题编制综合课程,以提高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创新能力,提高学生获取新知

识、有效运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教学目标。

同时结合了 MDT 教学查房模式，通过带领规培生

在床旁大查房中仔细听取汇报过程，问诊详细，方

案明确，讲解过程中既有方法的指导，又有学科知

识的提点，参与的科室不但明确了病例本身的最佳

治疗方案，也提高了自身专业技能[7-8]。 
综上所述，对危重症科的规培生采用 CBL 联合

MDT 的教学模式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的提升规培生

的学习效果以及规培生的满意度，在实际应用的过

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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