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为中心的小组讨论式教学!该教学法彻底打破了基

础与临床的界限和学科的界限" 生理学(生化学(组

织胚胎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及诊断学

' 门医学课知识的融会贯通!使学生以小组根据病例

独立做出典型的幻灯片!推及到相关病理生理学知识

的理论课教学中!从而做到以问题为中心!强调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以多种学习途径相整合强调社会性

交流合作的作用!培养出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宽厚而灵活的知识基础!发展学生有效

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技能!提高

学生整体素质"

不可否认!/]L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模式截然不

同!对教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需要精通专

业及相关专业知识!还需要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和行为科学方面的知识!能发现适合带教的病例!能

组织以病例为引导(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讨论
,$!(-

" 还

要善于控制讨论场面!启发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题!

掌握教学进度(深度和广度!传授学习方法(记忆方

法(文献检索方法!最后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

行总结评价"

总之!在医学生中开展 /]L教学法可以提高学

生对教学活动的参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横向思

维能力" 但在国内教学活动中逐步开展 /]L教学法

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还需一定的适应时间!所以!传

统的讲授与 /]L教学法相结合!相互取长补短才能

使教学活动有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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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诊断学教学中医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
王俊杰!段志军!杜建玲

!!作者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学教研室

!!诊断学是医学生从基础转入临床的一门桥梁课!

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诊断的原理! 学会采集(综

合(分析客观的人体资料! 运用诊断学的方法由表及

里(去伪存真!揭示疾病本质!为进一步学习临床医学

的各门课程及从事医学工作奠定基础" 在医学迅猛

发展(临床实践日新月异的今天!临床医生往往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众多资料中有效地挑选符合客

观实际的证据!以作出合理的诊断" 因此!如何掌握

正确的临床思维!并将其运用于临床诊断中!是教学

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任务
,"-

"

临床思维是指临床医生接触患者后根据患者的

临床症状(体征和各项检查结果结合已有的理论知识

初步形成临床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的思维过程" 临

床思维是临床医生必备的基本素质!正确的临床思维

方法是临床医师成长和成功的关键!也是教学中的重

点内容之一" 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逐步地

进行和加强医学生临床思维培养!完成向临床医生过

渡" 如何才能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 培养正确的临

床思维就是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发挥他

们的才智!把基础和临床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地

结合!并进一步转化为临床能力" 结合我院诊断学教

研室多年的临床教学经验和体会!现将我院有关医学

生临床思维培养的主要方法总结如下"

一#基础理论知识与相关临床表现有机地结合

丰富的医学理论基础!是提高临床思维能力的前

提" 从大学入学后!医学生陆续开始学习的基础理论

课程如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

学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课程是从基础知识方面

来分析(解释疾病发病的内在原因和相关机制" 由于

课程之间联系紧密!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对理解疾病病

因(机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 所以!在教学中不

要孤立地(片面地讲解临床症状和异常体征!有针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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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复习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可以帮助理解临床异常表

现+然后逐步培养学生对疾病诊断的归纳(总结和鉴

别能力!明确相同的疾病可有不同的症状!而不同疾

病也可产生相同的体征!只有经过综合分析才能作出

正确的诊断+最后由老师进行点评!使学生进一步加

深理解疾病知识和熟悉临床思维过程" 例如诊断学

中异常症状如发热(胸痛(腹泻(意识障碍和黄疸等和

异常体征如肺气肿(心包积液和腹腔积液等!均采用

上述方法训练!取得较好的效果"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使学生尝试着从医生的视角去

看问题"

二#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

病史采集是医生通过对患者或相关人员的系统

询问获取病史资料的过程!病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对

疾病诊断和处理有很大影响!因此!它是获得临床诊

断的关键过程!也是临床医生必备的基本功" 在教学

中!采集病史除要求学生尽可能从患者叙述中提取各

种有意义的信息外!重点强调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

思考和归纳总结能力" 方法上可以采取老师先示范!

之后学生进行练习+也可以采取先让学生预习或复习

有关疾病相关知识!然后带着问题去询问!最后由老

师再进行总结" 体格检查是揭示机体正常和异常征

象的临床诊断方法!既是基本技能的训练过程!也是

临床经验的积累过程!对临床思维能力提高也是很有

帮助的" 因此!体格检查既要全面又要有重点! 特别

对在病史采集中可疑体征要重点检查" #"$实习课

时在教学录像片(计算机辅助教学 #?F̂$课件基础

上!以学生志愿者作为假设患者!详细讲解查体步骤

和手法!让学生互相模拟医患关系进行查体实践!再

进一步指导规范学生的检体手法!解答学生提出的问

题!目的是使每个学生都能准确掌握全身体格检查步

骤和方法" 每次实习课结束前进行总结!主要指出学

生在实习中的不足之处和需改进的地方" 比如抽查

" 0+ 个学生给大家演示!让学生们自己判断其手法

是否正确!及时纠正错误" 另外!适当举一些临床病

例来讨论!不仅能引起同学的兴趣!而且将原本比较

分散的内容集中地加以记忆" #+$临床课间见习时

课前要求学生必须做好课前预习!明确本次见习课的

目的(要求(重点并复习相关章节的理论知识" 在医

院检查患者时! 强调对临床症状及异常体征多向学

生提问! 启发学生思考! 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注重培养学生及时(准确抓住疾病的主要特征的

能力!例如与活动(劳累有关的胸痛应首先考虑冠心

病(心绞痛的可能+转移性右下腹疼痛! 伴血常规白

细胞异常升高的患者!提示急性阑尾炎的可能"

三#选择性进行辅助检查

当前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突出表现在诊断领域

高新技术上!如计算机体层扫描(磁共振(分子生物学

检查技术等!为临床疾病诊断提供有力保障" 但是!

泛泛地和不加分析地采用除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外!

还会干扰诊断思维" 因此!强调选择性进行辅助检

查!对疾病进行针对性的诊断更加重要" 在教学中!

培养学生根据已有的病史及体格检查做出初步诊断!

然后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一步需要做哪些针对性辅

助检查!使学生认识到做选择性检查的意义!进而达

到锻炼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目的" 例如以反复胸闷(

气短 $ 年为主诉入院的一例中年男性患者! 以往否

认风湿病史!但心脏听诊时胸骨左缘 $ 0( 肋间闻及

明显收缩期喷射性杂音" 询问学生产生心脏杂音的

病因有哪些* 哪些疾病可能会引起* 下一步检查方

法有哪些* 待主要检查心脏超声回报后再组织学生

进行讨论!从而明确选择性检查的重要性"

四#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手段'提高学生临床思维

能力

改变传统医学教育模式!采用%启发式&教学!即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利用现代教学设

备与技术!结合多种教学方法(手段!能有效地促进学

生临床思维发展
,$-

" 在教学方法(手段上主要有以

下 ( 个方面'#"$电脑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的直

观性(灵活性(容量大(内容丰富等特点!如病理性体

格检查及视诊的内容通过多媒体的声音(图像(动画!

使病例演示变得生动"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适当增加

边缘知识!开阔学生视野" #+$典型病例教学'在教

学中以典型病例为依据!利用典型病例形象地说明理

论知识!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去询问病史并给予准确描

述!如何进行体格检查并注意阳性体征!如何结合辅

助检查并给予初步诊断!如何书写完整的住院病历!

使学生通过教师对案例的讲解分析!激发他们的思维

积极性!使他们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在强

烈的学习兴趣下掌握有关知识" #$$启发式教学'改

革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让学生从被动

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课堂上加强师生互动!多提问

题!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

可以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和推理!学会归纳和整理!更

多(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 例如如何理解二尖瓣狭窄

的体征* 首先从瓣膜病变导致的血流动力学异常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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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心脏结构的改变!这种异常结构的改变就会产生

异常体征!以后按照视(触(叩(听的检查步骤判断可

能出现的体征" 同样!如果换成其他瓣膜病变又会有

哪些不同的异常变化* 通过逐渐地启发(引导!使学

生理解(掌握了相关知识!也达到训练学生临床思维

的目的" #($采用现代化教学工具如心肺听诊和腹

部触诊电子模拟人(心肺复苏急救模拟人(各种穿刺

模拟人等" 近年来我校建立了大型临床技能训练实

验室!将多媒体教学及模拟化教学作为现代化教学手

段引入诊断学课堂!建成由体检室(技能操作室(多媒

体模拟心肺听诊室组成的临床技能中心" 利用电子

标准化病人可以让学生充分练习各部分检查内容!体

会各种阳性体征的表现+心肺听诊模型能将肺部杂

音(心脏结构性改变及特殊心脏杂音如钟摆律(重叠

奔马律(海鸥鸣样杂音(捻发音等用动画的形式表现

出来!配合各种听诊声音
,(-

!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和理

解相关知识!完成把书本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临床实

际知识"

五#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更新医学教育理念

重视教师专业知识(教育理念的培训!如采取教

师岗前(在岗以及院校间(国际间的交流等多种形式!

以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更新医学教育理

念" 教师既要注重学生医学知识掌握和临床技能的

训练!又需要引导学生正确掌握临床思维的规律性!

对于学生轻视临床思维的错误观点!要及时纠正
,*-

"

在教学中要求各专业教师集体备课(力争统一多媒体

教案!及时根据教学大纲和现代医学的进展进行修

订!并结合 ?F̂ 课件加强立体化(形象化教学+在教

学内容上不以只背书本内容为目的!而是以掌握基本

知识和查体技巧为目的+临床见习中要求教师在教学

录像片(?F̂ 课件基础上!识别病理体征并给予相应

的讲解和查体示范!辅导学生学习如何询问病史(查

体(结合辅助检查结果给予初步诊断(书写完整的住

院病历"

总之!临床思维的培养是现代临床医学教育的核

心!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从点滴做起!贯穿于临床教学的始终" 临床思维的培

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学

习可以形成!这需要在学习和临床实践中反复不断地

总结!才能使正确的临床思维不断建立和完善" 另

外!也要注重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创

造性的思维和革新!才会促使医学科学快速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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