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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
对解剖学教学改革诉求的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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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调查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以下简称“协和医大八年制”)本科生对临床手术专业的应用解

剖学诉求,了解其对学习外科解剖学中的实际使用需求,以期改进协和医大八年制本科的解剖学教学。 方法 　 采用微信问卷星

的方法对协和医大四至八年级本科医学生进行对临床手术专业的应用解剖学教学现况调查。 结果 　 问卷回收率 100% ,合格问

卷 216 份。 无论学生未来倾向何种专业及学生是否有手术室见习和实习经验, 208 名(96. 3% )学生认为基础阶段的解剖课对于今

后的外科(包括妇科)见习和实习重要。 208 名(96. 3% )学生认为外科手术微创化和腔镜化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有 186 名(86. 1% )
学生认为在解剖课中加入手术腔镜下解剖结构辨认与讲解的内容有意义。 而且,绝大多数(90. 7% )的学生愿意参加真实内镜体验

课程。 结论　 不同学习阶段的协和医大八年制医学生,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协和医大八年制本科基础解剖学教学仍存在较多问题,
相关的解剖教学改革尝试很有必要,尤其是外科应用解剖学方面需要多方面、多模式采用有效措施进行教学支持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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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剖学(含系统解剖和局部解剖学)对医学生来

说是一门单调而又十分重要的必修基础医学课程。
在早期基础医学课的课堂和实验教学之外,后期的临

床见习和实习(以下简称见实习)是衔接早期医学基

础理论学习和后期医学实践的重要环节 [1] 。 通过临

床见实习,尤其是外科手术科室的见实习,不但能进

一步巩固和实践以往课堂所学基础解剖知识,而且还

可以培养学生的临床医学思维和兴趣并初步接触学

习外科应用解剖知识,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

的基础。 所以,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

本科生的外科学习需求、学习难点和目前其对临床外

科学发展的趋势非常有助于优化反哺前期临床医学

本科生的解剖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来提升教学效

率。 本研究旨在针对不学生年协和医大八年制本科

生对临床手术专业的应用解剖学诉求进行现况调查,
了解其对学习解剖学中的实际使用需求,对于改进和

完善协和本科解剖教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2019 年 12 月对协和医大四至八年

级本科医学生,所有学生均已经上完基础医学阶段的

解剖课,部分学生已经处于见实习阶段,即 2013 ~
2017 级协和医大八年制学生 216 名,其中男性 95
名、女性 121 名,四年级 66 名、五年级 48 名、六年级

44 名、七年级 24 名、八年级 34 名。
2. 调查方法:本研究所用问卷委托独立的第三方

专业调查公司设计,先由调查人员对四、六、八年级男

性、女性各 1 名医学生(共 6 名)进行一对一访问,就拟

调查的问题进行开放式深入访问,随后总结相应的资

料后再编制正式调查问卷。 以手机微信链接的方式向

被调查者发放填写并收集数据。 通过问卷说明向被调

查者强调本次调查的目的,被调查者独立填写后通过

页面直接提交。 共计发放微信链接问卷216 份。
3. 问卷设置:具体问卷内容包括 3 部分:(1) 一

般资料:包括所在年级、性别、毕业后倾向从事什么职

业。 (2) 对目前解剖课整体意见:包括以下几个问

题:问题①:您在基础阶段的解剖课,您觉得相关的解

剖知识学习对于今后的外科(包括妇科)见实习重要

程度如何? 问题②:您认为目前的大体解剖课尚存在

哪些问题? (3) 对解剖课增加手术腔镜下解剖结构

辨认以及增加实际腔镜体验的意见:包括以下几个问

题:问题③:您是否去过手术室见实习? 问题④:您在

手术室时见到的手术腔镜下的解剖结构与大体见到

的解剖结构差别有多大? 问题⑤:您是否认同外科手

术微创化和腔镜化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问题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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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体解剖课中加入手术腔镜下解剖结构辨认与讲解

的内容,您认为是否很有意义? 问题⑦:您认为有意

义 / 没意义的主要原因是? 问题⑧:在大体解剖课阶

段,如果可能,您是否愿意参加真实腔镜体验课程? 问

题⑨:您愿意 / 不愿意参加课程的原因是?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对问卷

数据进行分析,应用 SPSS 22. 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表示;
分类变量使用百分比(% )表示。

二、结 　 　 果

1. 问卷回收情况:微信群中采用问卷星小程序在

自动收集问卷情况,以自愿参与为基本原则,共回收

216 张问卷,问卷有效率达 100% 。
2. 问卷分析:(1) 在对目前解剖课整体调查结果

中,216 名被调查的学生中,208 名 (96. 3% )学生认

为基础阶段的解剖课,对于今后的外科(包括妇科)
见实习重要或非常重要,仅 8 名(3. 7% )学生认为解

剖课对外科见实习不甚重要(一般或不重要)。 在对

目前解剖科有哪些问题的反馈中,149 名(68. 9% )学

生认为目前解剖课后期缺乏随时巩固复习的途径;
143 名(66. 2% )学生认为目前解剖课课程衔接不好;
90 名(41. 6% )学生认为目前解剖课与临床脱节,重
点不突出;87 名(40. 2% )学生认为目前解剖课教学

教师授课水平不均一; 85 名(39. 3% )学生认为目前

解剖课课程学习时间不够; 53 名(24. 5% )学生认为

目前解剖课理论课与实践课时间间隔太近,没有时间

消化;48 名(22. 2% )学生认为目前解剖课内容枯燥;
24 名(11. 1% )学生认为目前解剖课教学方式不够生

动。 (2)在 216 名学生中,有 108 名(50. 0% )学生有

进入手术室见实习的经验,其中有 80 名(74. 0% )学

生认为见到的实际手术腔镜下解剖结构与基础课见

到的尸体解剖结构差别较大或很大。 在 216 名学生

中,有 208 名(96. 3% )学生认为外科手术微创化和

腔镜化是今后发展趋势。 在 216 名学生中,有 186 名

(86. 1% )学生认为在解剖课中加入手术腔镜下解剖

结构 辨 认 与 讲 解 的 内 容 有 意 义, 而 另 外 30 名

(13. 9% )学生则认为意义不大或没意义。 学生认为

体验课程有意义的原因包括:对将来实际临床工作获

得感性认识 (84. 7% );更好地帮助记忆与理解重要

解剖结构(74. 0% );增加对大体解剖课的学习兴趣

(49. 5% );对后续课程学习有帮助(43. 5% );学生认

为意义不大的原因包括:增加学习负担(19. 9% );不一

定用得到,工作以后再学也来得及(9. 2% );内容太专

业,缺乏共性 (8. 3% );不能实际操作体会,太空泛

(8. 3% );与考核无关(6. 9% )。 而且,绝大多数[196
名(90. 7% )]学生还是非常愿意参加真实内镜体验课

程,20 名学生(9. 3% )不愿意参加上述课程。 学生愿

意参加体验课程的原因包括:可体验真实临床操作及

增强当医生的感觉(84. 7% );增加对今后从事临床尤

其外科专业的兴趣(68. 1% );帮助理解解剖结构,为后

续课程学习有帮助(68. 1% );增加对大体解剖课的学

习兴趣(49. 5% );学生不愿意参加体验课程的原因包

括:增加学习负担(19. 9% );与考核无关(6. 9% );没有

什么实际意义(1. 9% );不感兴趣(1. 4% )。
如果将学生未来从事的职业志愿进行一个分层,

分别统计以上各指标结果详见表 1。

表 1　 不同职业志愿的见实习学生对解剖课以及教学改革的意见调查 [n(% )]

调查内容 毕业后志愿手术科室专业 毕业后志愿非手术科室专业 P
认为基础解剖对今后的手术见实习重要 98(95. 1) 110(97. 3) 0. 483

认为手术微创化和腔镜化是今后发展趋势 99(96. 1) 109(96. 5) 1. 000
认为在解剖课中加入镜下解剖结构辨认与讲解的内容有意义 86(83. 5) 99(87. 6) 0. 440

愿意参加真实内镜体验课程 95(92. 2) 101(89. 4) 0. 492

　 　 如果将是否有手术室见实习经验作为标准对学

生(各 108 名学生)进行一个分层,分别统计以上各

指标结果详见表 2。

表 2　 不同见实习经验的学生对解剖课以及教学改革的意见调查[n(% )]

调查内容 有手术室见实习经验 无手术室见实习经验 P
认为基础解剖对于今后的手术见实习重要 102(94. 4) 106(98. 1) 0. 280

认为在手术见到的实际解剖结构与基础课见到的解剖结构差别较大 80(74. 0) - -
认为手术微创化和腔镜化是今后发展趋势 104(96. 2) 104(96. 2) 1. 000

认为在解剖课中加入镜下解剖结构辨认与讲解的内容有意义 93(86. 1) 92(85. 2) 0. 844
愿意参加真实内镜体验课程 96(88. 9) 100(92. 6) 0.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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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的有手术室见实习经验

的学生认为在解剖课中加入手术腔镜下解剖结构辨

认与讲解的内容是有意义的,但与无手术室见实习经

验的学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除此

之外,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无手术室见实习经验

的学生反而较有手术室见实习经验的学生认为基础

阶段的解剖课对于今后的手术科室见实习重要、更赞

成在解剖课程中加入临床查体与解剖相结合的内容

讲解、更愿意在基础解剖课时参加真实内镜体验课程

(P > 0. 05)。
三、讨 　 　 论

协和医大八年制局部解剖学实验课内容主要是

尸体解剖课,授课方式主要以教师授课为主,10 余年

教学模式没有明显的改变。 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阶

段医学生的需求,参与此次调研的学生既包括已学习

过局部解剖学的在读学生(四年级)和正在临床见实

习的学生(五、六、七、八年级)。
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多数协和医大学生认为基础

阶段的解剖课对于今后的手术科室见实习,甚至是未

来的医生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解剖学作为一门

基础医学科,由于其本身的单调性和枯燥性,学习内

容冗多,且在学习早期很难与后期的临床知识相关

联,重点不突出等,导致学生学习效率较低,所以导致

其对解剖知识的掌握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绝大

多数学生都倾向于希望对解剖学教学方法上做适度

的改革,而作为解剖教学老师仍需不断优化协和医大

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的解剖学教学内容及模式,提升教

学效果。
在受调查的学生中正好有接近半数学生未来志

愿从事手术科室专业,但无论学生未来志愿从事何种

专业,绝大多数学生都认同基础阶段的解剖课对于今

后的手术科室见实习重要,而且认为外科手术微创化

和腔镜化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在解剖课中加入镜下解

剖结构辨认与讲解的内容是十分有意义的,并且愿意

参加真实内镜体验课程,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在受调查的学生中正好有半数学生有进入手术

室见实习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的学生认为在手术室

实习见到的镜下实际解剖结构与基础课见到的尸体

解剖结构差别很大。 但无论学生有没有进手术室见

实习的经验,都认同基础阶段的解剖课对于今后的手

术科室见实习重要,而且认为外科手术微创化和腔镜

化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在解剖课中加入镜下解剖结构

辨认与讲解的内容十分有意义,并且愿意参加真实内

镜体验课程。 尽管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细
致比较还是可以注意到更多的有手术室见实习经验

的学生认同在解剖课中加入镜下解剖结构辨认与讲

解的内容有意义,说明手术室见实习经验对于学生对

外科手术的认知还是很重要的。 然而,更大比例无手

术室见实习经验的学生更认同基础阶段的解剖课对

于今后的手术科室见实习重要性以及更愿意参加真

实内镜体验课程,除去样本量偏少的因素以外,提示

无手术室见实习经验的学生对未知事物的渴求度和

学习热情要更高一些。
现阶段,国际上外科解剖学教育的格局正在逐步

改变。 现在各种各样的在线资源和交互式三维可视

化技术等,提供了多种灵活的学习解剖知识方法。 新

型的“多模式”方法,包括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放射

学和基于计算机的学习,在许多医学课程中越来越占

主导地位,导致以解剖等更传统教学模式为核心的教

育方法越来越弱化 [2 ~ 4] 。 尽管这些方法可以有效地

提高在临床环境中学习解剖学知识效率,但这些方法

可能仍 无 法 使 学 生 很 好 地 掌 握 相 关 基 础 解 剖 知

识 [3,5] 。 解剖实验仍被广大传统解剖学教育者认为

是实现解剖学学习目的的理想选择,是解剖学教育的

基石 [1,6,7] 。 尽管如此,各种各样新颖的方法和技术

仍层出不穷,诸如三维打印、虚拟现实模拟和实时外

科手术视频流教学等手段,这些辅助教学手段也都已

显示出显著效果 [8,9] 。 因此,虽然“新旧”方法貌似分

裂了整个解剖学教学领域,但作为教育者仍应设法融

合新旧方法,以全面适应和满足现代解剖学的所有教

育需求 [10 ~ 12] 。
综上所述,大多数协和医大八年制医学生认为医

学院本科基础解剖学教学存在较多问题,对解剖学教

学改革的需求均较为强烈,所以推进相关的解剖教学

改革尝试很有必要,尤其是外科应用解剖学方面需要

多方面采用有效措施进行教学支持及改革。 在未来

的工作中,局部解剖学课程的带教老师应在教学过程

中不断了解学生的需求,同时结合临床工作中的问

题,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解

剖学课程的热情,帮助医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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