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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双心医学)教学模式在医学生临床教学中的效果' 方法!选取 #$%= 级 T 年制两个本科生班为研究对

象&将两个班级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其中对照组进行常规教学和临床实习&实验组在对照组常规教学和临床实习基础上

增加双心医学临床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 心血管专业实习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双心医学教学效果评价&包括双心医学理论考

试%临床实践考试以及带教老师对学生进行临床带教评分' 结果!对照组纳入 +T 例&实验组纳入 +< 例&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

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观察结束时双心医学理论考试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S%7=S ]

TY+$ 分 M6&=7)# ]&7&% 分&Ja$7$%#' 双心医学实践考试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各个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Ja$7$%#' 两组

学生临床带教评分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各个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Ja$7$%#' 结论!(双心医学)培养模式的实施可以有

效地弥补学生双心医学知识体系不足&提高学生的双心医学知识和临床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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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心医学" P6F-9>*-.BC/>H>3F#又称为心理心脏

病学或行为心脏病学&是研究和处理与心脏疾病相关

的情绪%社会环境及行为问题的科学
+%,

' (双心医

学)模式是伴随着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 *

心理 *生物)综合医学模式转变这一深刻的社会变

革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学科
+#,

' 近年来&随着医学科

技的日新月异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激增的社会信

息给当代人带来生活的富足和便利外&也带来了冲突

和矛盾'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日

显落伍&不能满足现代人 (身心健康)的要求' 在心

血管专科领域&这一理念也并未被很好地普及和落

实&许多医生对这一诊疗模式目前仍处于懵懂无知或

知之甚少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医务人员在执业中重

(心脏疾病)&轻(心理疾病)& 重(客观检查)&轻(主

诉问诊)&重(手术药物作用)&轻(人文心理治疗)等

现象' 究其原因 &这些问题都是在医学人才培养过

程中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忽视对从业人员 (双心)诊

疗能力培养所导致的
+=,

' 相比较而言&上述问题在

心血管领域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本文立足心血管临

床实践教学大纲&建立完善的具有代表性的双心医学

模式&完善医学生的临床培训和评价方案' 在双心医

学模式的指导和带教过程中&以相应的临床病例为基

础&使用理论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施教

学&并评价教学效果'

一#资料与方法

%7研究对象与分组!选取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 级本科生两个班级作为研究对象&学生自愿参

加' 随机将两个班级分配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其中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本科理论课程和临床实践带教模

式&教授学生心血管疾病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及常

规临床带教'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双心医

学模式全面教学内容'

双心医学模式全面教学内容包括!"%#双心医学

理论教学!包括 ) 个学时的理论授课' 内容涵盖!心

血管疾病患者精神心理障碍的特点%临床心理疾病的

成因&(双心)疾病表现形式&心血管疾病患者心理障

碍的表现形式&精神情感障碍的出现时机&精神心理

问题的影响&心血管领域精神心理疾病的防控对策&

心血管医生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情怀的培养' 将

(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典型案例来激发医学

生对开展双心医学模式学习的理解和兴趣&同时结合

/健康评估0部分章节的内容&包括对患有抑郁症%焦

虑症和其他常见的精神疾病"躯体障碍%睡眠障碍%

药物依赖等#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识别和干预&医患

间有效的沟通技巧等' 将以上的内容融入评估%诊

断%计划%实施%评价的每个环节中' "##双心医学临

床带教!包含双心门诊%双心查房%双新会诊%双心治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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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双心康复的临床实践应用' 对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bE13自评抑郁量表 " @[@#%

bE13自评焦虑量表" @L@#的学习及临床实践应用评

估'

#7双心医学教学效果评价!"%#双心医学理论考

试评分!在医学生入组时及观察结束时分别针对双心

疾病的诊断%诊治及康复进行相关理论考试&采用选

择题试卷"%$$ 分制#进行理论知识评价' "##双心

医学实践考试评分!从笔者科室选取中级职称的主治

医师作为双心疾病标准化病人对医学生进行模拟病

人诊治及康复的评估' 通过选取 = 名心血管专业主

任医师作为评判专家进行打分的方式对各组学生进

行双心医学学习成果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从医学生

对标准化病人处理的以下几个方面打分 "每项满分

#$ 分#!

"

双心疾病诊断$

#

病情告知的医患沟通技

巧$

$

相关检查和治疗的术前谈话方法$

%

焦虑%抑

郁%急性应激等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处理$

&

慢性心脏

病患者的心理支持$对以上 T 个方面列出调查项目&

将收集到的打分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临床带教

评分!在教学结束时带教老师通过比较对照组和实验

组学生临床表现&进行评估打分!

"

对学生双心医学

诊断运用情况满意度$

#

对学生双心医学治疗方法满

意度$

$

对学生双心医学谈话满意度$

%

对学生双心

医学康复策略满意度$

&

对学生双心医学实践程度的

综合满意度$分别进行打分&非常有效"= 分#%有效"#

分#%效果不明显"% 分#%无效"$ 分#'

=7统计学方法!采用 @d@@ %S7$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I]?#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平均值比较

采用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5检验&采用双侧检

验&以 Ja$7$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7一般资料!对照组纳入 +T 例&其中男性 %S 例&

女性 #< 例&年龄 #% V#& 岁&平均年龄 #=Y%) ]%Y&)

岁$实验组纳入 +<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

龄 #% V#) 岁&平均年龄 #=Y#$ ]%Y=% 岁' 两组学生

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

表 1$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I]?&0"Z#,

组别 0 男性 年龄"岁#

对照组 +T %S"+#7### #=7%) ]%7&)

实验组 +< %)"=S7%=# #=7#$ ]%7=%

"a

!

#

* $7<) $7T$

J * $7+= $7TT

!!#7双心医学理论考试结果!两组学生双心医学理

论考试结果比较显示&入组时对照组同实验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S7+$ ]&7T< M6TS7$S ]&7+<&

J $̂7$T&表 ##&观察结束时实验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

明显高于对照组"S%7=S ]T7+$ 分 M6&=7)# ]&7&% 分&

Ja$7$%&表 ##'

表 /$两组学生双心医学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分&I]?#

组别 入组时 观察结束时

对照组 TS7+$ ]&7T< &=7)# ]&7&%

实验组 TS7$S ]&7+< S%7=S ]T7+$

J $7)+ a$7$%

!!=7双心医学实践考试结果!两组学生双心医学实

践考试结果比较显示&观察结束时实验组学生实践考

试成绩在各个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Ja$7$%&表

=#'

表 -$两组学生双心医学实践考试成绩比较 "分&I]?#

项目 对照组 实验组 J

双心疾病诊断 %$7$$ ]=7T+ %T7+= ]=7=$ a$7$%

病情告知的医患沟通技巧 %$7&< ]=7$S %=7#< ]=7== a$7$%

相关检查和治疗的术前谈话方法 %$7+$ ]=7%< %=7=$ ]=7+% a$7$%

心理障碍的识别与处理 %#7)# ]=7T) %T7&$ ]#7%+ a$7$%

慢性心脏病患者的心理支持 %$7)& ]=7<% %=7S) ]=7%% a$7$%

!!+7临床带教评分结果!在教学结束时带教老师通

过比较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临床表现&进行评估打

分&结果显示&观察结束时实验组学生评分在各个方

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Ja$7$%&表 +#'

表 M$两组学生临床带教评分比较 "分&I]?#

项目 对照组 实验组 J

对学生双心医学诊断运用情况满意度 %7$& ]$7T$ #7+< ]$7&) a$7$%

对学生双心医学治疗方法满意度 %7$# ]$7T$ #7T# ]$7&# a$7$%

对学生双心医学谈话满意度 %7$$ ]$7<$ #7+) ]$7<S a$7$%

对学生双心医学康复策略满意度 %7$& ]$7T+ #7T# ]$7)% a$7$%

对学生双心医学实践程度的综合满意度 $7S) ]$7T) #7+% ]$7<S a$7$%

!!三#讨$$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压力的增加&精

神心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

一
++&T,

' 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合并存在精神心

理问题&两种疾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导致疾病恶

化' 由于疾病牵涉两个学科 "精神心理学及心血管

病学#&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导致误诊%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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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 由于医学教育%医疗体制及就医观念等原

因&我国综合医院开展双心医学服务仍存在一定问

题' 由于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医学教育中

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和心身医学课程得不到重视%

课时少&继续医学教育中&也较少列入心理卫生方面

的内容
+)&S,

' 因此&综合性医院的临床医师缺乏心理

障碍类疾病的专业知识&不了解精神心理障碍与躯体

疾病的密切关系' 在工作中遇到相关问题时&可能出

现无法正确识别及处理&导致病情延误' 同时&为了

查明病因&开展大量不必要的检查&浪费卫生资源&增

加患者经济负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损失&

很多医患纠纷%医患关系也由此产生
+%$,

'

本研究重点调查研究笔者医院现有的学习模式&

并进行思考&以心血管专业特点出发&采取将对病人

心血管疾病诊治和心理疾病诊治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进行医学生的思维培养&探讨并找出合适的理论教学

和临床实践教学的方法&能够长效的提高医学生采用

双心医学模式对待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将这一模式

扩展到其他受心理因素影响较大的学科教学中&真正

帮助学生提高疾病诊治的综合运用能力' 针对性强&

强调面对心血管疾病&医生需要具备双心医学的能力

去更好地诊治患者疾病&根据学科特点不同进行因材

施教的医学教育理念和思想'

本研究结果显示&(双心医学)培养模式的实施

可以有效的将弥补学生双心医学知识体系不足&提高

学生的双心医学知识和临床应用实践' 双心医学模

式的实施可以帮助临床带教老师更好地解释众多双

心疾病患者的诊疗方案&对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并进行

改进&提高老师的教学能力' 医学生对双心医学的了

解和认识以后可以更多的服务双心疾病患者&并且同

样可以将双心医学理念扩展到其他疾病的诊治工作

中' 双心医学教学模式是心血管疾病临床带教中必

不可少的一环&可以有效促进教学&提高医学生的临

床诊疗思维'

笔者期望(双心)医学的发展能够突破传统模式

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能够带动更多未来合格医师的

成长&也知道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科技知识

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 同时笔者期望和呼吁在

医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医学的回归&回归人文%回

归临床' 如果没有人文内涵和哲学思考两个 (翅

膀)&现代医学不可能腾飞' 回归不是复旧&回归本

身也是创新&因为只有人文的回归才能使现代医学科

技在临床应用体现人性化%理论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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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堂显得生硬%牵强&限制了教学效果
++,

' 怎样

从医学教育的角度拓展其想象力%创造力和提高医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其成为新时代的新型医

学人才&便成为目前高等医学教育领域的新课题
+T,

'

采用三维动画模式教学&可以通过模仿自然界事

物规律中的现象%运动状态和过程&把二维平面图中

抽象的无法用传统授课方法表达清楚的受时空%微

观%宏观限制的重点和难点具体化&加深学生对所学

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

' 因三维动画技术在临

床医学教学中具有形式丰富%形象直观%交互性强及

易于讲清疑难知识点等优势&叶涛
+&,

提出了构建医

学教育三维模型库&将其进行数字化建模&为医学教

育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田甜等
+),

探讨了三维模型

和动画在眼科教学中的作用$赵波等
+S,

研究 =[打印

技术在脊柱外科手术教学和训练中的应用' 此外&还

用于病理学中病理改变过程%药理学的药物相互作用

机制%遗传学中染色体有丝分裂%心内科中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教学&均取得较好的教学效

果
+%$ V%#,

' 本教学以结石导致血尿产生原因的三维动

画教学为例&利用三维教学动画"图 %#可以化静为动%

化虚为实%化平面为立体%化抽象为直观的特点&通过

三维动画形式表现结石运动过程中怎样产生血尿的教

学模式表达出传统授课方法无法描述清楚的重点和难

点&充分利用三维动画与传统多媒体 dd\教学形式把

肾内科基础知识与临床病例有机结合&并对临床教学

中疾病的诊治进行讨论&从而达到培养学生临床思维

的目的&通过该教学的实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图 1$肾结石为何会引起血尿"动画演示#

!!三维动画模式 dd\教学法具有如下优势!"%#直

观性' 采用 dd\中插入三维动画方式&利用 dd\引

入概念&通过三维动画方式把抽象概念的病理生理过

程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动态图像&以形象化%具体

化%直观地方式演示出来&揭示事物的本质' 比如

(电解质平衡转运)(肾小管重吸收原理)%(肾小球高

滤过状态)的病理生理过程等&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及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引导学习者的

思维往更深层次发展&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

的' "##三维动画形式更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通过了

解临床病例资料&运用理论知识与三维动画表现的疾

病发生%发展的运动状态和过程相结合&使复杂问题

具体化&从而更好地解决临床问题&实现学生学习效

果的增强&提升教师教学效率'

然而新的教学法在行教学时也发现一些不足&主

要表现!"%#对教师而言&三维动画模式的教学影像

资料在国内出版医学书除绘制一些简单的解剖图谱

外&高质量的医学插画%医学动画等创意作品几乎难

觅踪迹&所以整体水平与美国比较差距较大&故对学

生教学时选择的影像内容有限&从而对教学效果产生

影响&可进行相关方面的三维动画制作&有待进一步

探究
+%#,

' "##对学生而言&有些理论基础较薄弱%而

且主动学习能力不强%自律性较差的学生可能出现理

论知识与课堂讨论内容结合起来不严谨&从而影响教

学进度&最终影响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三维动画的应用能提高受教者的学习

主动性和学习兴趣&加深形象理解&缩短学习周期&改

善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效率
+%=,

$三维动画技术在医学

教育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对教学效

果及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

推广
+%+&%T,

'

参考文献

% !林红7医学生临床实习模式的现状与思考+_,7中国药物经济学&

#$%+&=! %)S *%S$

# !王蠧7影响医学生临床实习的原因分析及对策+_,7长治学院

学报& #$$&& #+"## ! )S *S$

= !舒放& 郭伟7改革传统医学教育模式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的研究进展+_,7中国医药导报&#$%#&#S! %+T *%+<& %+)

+ !李婷7浅谈 dd\在高校教育中的作用及其弊端与改进方法+_,7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

T !袁力& 张敬军& 刘林祥& 等7改革传统医学教育模式提高医学生

核心竞争力+_,7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T& =T"%# ! %T *%&& %$&

< !冯晖& 张九进& 梁运宁7谈医学教学中二维%三维动画组合及动

态模拟作用+_,7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 ##"T# ! +=% *+==

& !叶涛7关于医学教育三维模型库构建的探讨+_,7中国医学教育

技术& #$%$& #+"## ! %=# *%=T

!转第 %&& 页"

-$)%-

!!医学教育!

_N:C J:6&_.1 #$#$& >̀H7+S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