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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学方法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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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教学方式方法在外科教学中的效果。 方法 　 采用自制的临床教学模式调查问卷,选取北京协和医

学院在读 94 名临床医学生进行在线调查。 结果 　 回收问卷 94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 其中,81. 9% 的学生认为外科学教学中

课堂教学(LBL)总体评价满意;85. 1% 的学生认为开展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方式(TBL)可以调动积极性,87. 2% 的学生认为 TBL
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责任感和合作意识;88. 3% 的学生表示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CBL)可以有利于发挥学习积极性,并且

体会到 CBL 可以有效帮助灵活运用医学知识,快速适应临床;83. 0% 的学生认为 PBL 可有效提升自学和解决问题能力;62. 8%
的学生更喜欢优化课程整合与多种方法联合的教学方式,且大多数学生认为此方法对临床过渡阶段帮助效果显著,可以充分调

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提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水平。 结论 　 不同的教学方法在外科教

学中各有优劣,在外科教学课程中联合使用值得借鉴与推广,利于提高外科教学水平与质量,增进学生对外科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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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医学教育以单纯课堂讲授教学模式为主,
难以适应当前医学改革现状。 近年来以问题为基础

的教学方式(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以团队

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team - based learning,TBL)、以病

例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case - based learning,CBL)等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为现代医学教

育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在以往的报道中,单独使用

TBL、PBL、CBL 等教学方法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

好的帮助 [1 ~ 4] 。 联合使用多种教学模式可以大大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可以在外科教学中提升学

生的实践水平,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可以增进

同学的合作意识和责任感,为培养一个合格的临床医

生以及 锻 炼 良 好 的 外 科 思 维 起 到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 [1] 。 本研究采用自制的临床教学模式调查问卷,
对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读 94 名临床医学生(包括八年

制及本校研究生)进行在线调查,以探讨外科教学中

不同教学方式方法的效果以及联合使用的效果。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北京协和医学院 94 名 2012 级八年

制以及本校在读研究生:其中 43 名八年制学生,51
名在读研究生,其中男性 38 名,女性 56 名。

2. 教学内容和方法:PBL 教学法是指以问题为导

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的小组讨论及自学

式的教学。 在外科学教学中,PBL 具体形式为以小组

为单位,对外科理论或者手术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

论,老师提出外科问题,通过学生讨论以及查阅资料

回答问题,老师提前将外科病例资料发给学生(包括

患者资料、主诉、病史、查体和辅助检查等内容),设
置问题例如在一场手术中需要保护或者去除的解剖

结构或者手术方式的选择以及术后康复问题等等,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查阅文献后讨论。 TBL 教学法是基

于团队进行学习,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重视解决问题

的过程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外科见习和实习过程

中,学生会被随机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安排外科

科室见实习,并且会定期安排小组学习时间,在这段

时间中学生会分享外科见实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困

惑。 在外科教学中 TBL 形式也包括小组联合动物模

型手术,小组对外科病例或者某一外科疾病进行汇报

等,例如定期安排同学对实验动物进行小组手术,共
同进行阑尾切除术、脾切除术等。 CBL 教学法是指以

病例为基础, 以问题为引导, 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师

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 常见的形式为巡诊、外科

疑难复杂病例讨论、病例分析,选取的病例可以为临

床中遇到的典型病例也可为文献报道的疑难病例。
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外科常见疾病比如胆石症、骨
折等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和治疗进行

分析和总结,并适度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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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法联合的教学方法:理论学习采用传统的

以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即 LBL 教学法,可以专业地

分章节将知识讲解给学生;实践课则通过合理安排时

间采用 CBL 如病例巡诊讨论的形式、TBL 如动物实

验及 PBL 如小组学习的教学方法。 LBL、CBL、TBL、
PBL 在外科的教学中联合使用和有机结合具体表现

为除了传统的授课教学外,可以定期安排病例巡诊,
针对疑难或者经典病例进行病例巡诊并且结合课堂上

所涉及的知识,在每周固定的时间安排动物实验操作,
可以针对 LBL 上讲解的手术方法进行针对性的动物实

验,同时每周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教学讨论,主题可以为

老师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是学生在临床中遇到的问题或

者是 TBL 小组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多种教学方法通过

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来达到有机结合的目的,例如 CBL
+ TBL 则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病例进行汇报巡诊。
CBL、TBL、PBL 的教学中引用 LBL 中涉及的知识点,同
时在 PBL 中可以针对 CBL、TBL 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
CBL 讨论的内容可以采用 TBL 小组见实习中遇到的

病例。 多种方法可以相互融合,共同使用。
3. 调查问卷:调研小组通过多次讨论拟定调查问

卷内容。 研究者借助腾讯问卷平台设计《关于我校

外科教学中多种方法的调查研究》电子版,其内容包

括在读八年制和研究生的一般情况、其对外科教学的

满意度、对多种教学方法联合的看法以及评价,对外

科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意见或建议等。 由研究者发放,
进行不记名填写,所填信息均严格保密。 通过网络发

放后,调查对象在线填写、提交问卷。
4.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共发放 94 份调查问卷,共

收回有效问卷 94 份,其有效回收率为 100% 。 运用

Excel 2019 和 SPSS 23. 0 统计学软件进行问卷信息整

理和统计学分析。 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问卷情况,
并且记录学生对外科教学中多种方法及其联合的教

学方式的看法。
二、结 　 　 果

1. 医学生对于 TBL 教学方式的体验:85. 1% 的

学生认为开展小组外科学习交流及小组外科操作

(TBL)可以有效调动学习积极性;87. 2% 的学生认为

在团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中,大家可以轮流分配任

务,共同完成任务,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团队责任感

和合作意识;57. 4% 的学生认为由于不同学生之间学

习能力、配合程度总会存在差距,这对 TBL 的教学效

果比较影响;76. 6% 的学生表示在 TBL 开展中,学生

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后能及时进行总结和反馈;

66. 0% 的学生认为其对学习和生活时间安排不太影

响。 大多数学生认为外科教学中开展 TBL 教学可以

调动积极性,培养责任感,可以对知识进行总结反馈,
基本不影响日常学习生活。

2. 医学生对于 CBL 教学方式的体验:88. 3% 的学

生认为开展外科巡诊病例讨论(CBL)可以有效发挥学

习积极性;92. 6% 的学生认为在病例讨论的开展过程

中,能有效夯实基础的同时提高分析、交流、合作的能

力;88. 3%的学生表示这种方式对学生灵活运用医学

知识,快速适应临床有帮助;63. 8% 的学生表示在 CBL
开展过程中存在查找资料、讨论解决问题耗时较长的问

题;52. 1%的学生认为学习复杂少见病例时的困难程度

较大。 大多数学生认为外科教学中开展 CBL 教学可以

调动积极性,提高合作交流能力,帮助适应临床,但也存

在学习中耗时过长以及学习复杂病例困难等情况。
3. 医学生对于 PBL 教学方式的体验:80. 9% 的

学生对开展外科临床问题讨论( PBL)教学方式较为

满意;52. 1% 的学生认为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困

难较小;84. 0% 的学生认为在 PBL 教学方法中可以

有效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83. 0% 的学生认为 PBL
可有效提高自身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多数学

生认为外科教学中开展 PBL 教学可以调动积极性,
提高自学和解决问题能力,PBL 教学困难相对较小。

4. 医学生对于多种方法联合的教学方式的看法:
62. 8% 的学生更喜欢多种方法联合的教学方式;
73. 4% 的学生可以适应多种方式联合的教学模式且

坚持实施;71. 3% 的学生认为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比

较,外科教学中多种方法联合对临床见习过渡阶段很

有帮助;55. 3% 的学生认为其在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

同时,增强了知识的灵活运用和临床思维的培养方面

帮助最大;34% 的学生则认为其在调动学生学习过程

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帮助最大;86. 2% 的学生表

示有适当的机会在上述教学模式整合过程中参与和

操作。 多数学生对多种方法联合的教学方式较为认

同和满意,通过 CBL、PBL、LBL、TBL 的有机结合和相

互融合可以有效帮助临床见实习前过渡,且给予学生

机会参与其中。 在开放性问题中,较多学生认为笔者

学校外科教学应该采取小组临床问题学习、病例讨

论、动物模型实验( PBL、CBL、TBL)共同联合的教学

模式,这样不仅可以巩固授课教学的内容,也可以多

层次了解外科学。 有的学生建议需要注重理论,重视

实践,丰富学生实践机会,有的学生建议老师多与学

生沟通,提高老师参与度,也有的学生建议课程中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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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包含丰富思辨内容的有代表性病历,鼓励课前查阅

资料,亲自床旁看患者,鼓励踊跃发言,最后有条理地

总结该病和该患者的诊治思维。
三、讨 　 　 论

本研究表明,优化课程整合与多种方法联合的教

学方式在外科教学中可以显著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其中巡诊病例讨论、小组联合学习、小组观摩手术

等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参与其中,从而获得学习满足

感和收获感。 在 Shimizu 等 [2] 开展的研究中,PBL 教

学方法可以促进学生更加积极地学习。 Ahintas 等 [3]

在药学课程应用 TBL 教学方式,学生评价课程更加

有趣。 既往研究表明 CBL 可以提高学习积极性 [4] 。
因此,将多种方法联合以及相互融合应用于外科教学

中,可以提升外科教学质量的同时,让课程更有趣味

性。 同时,联合教学方法可以不局限于一种形式,课
程可以应用病例讨论,小组合作动物手术以及外科文

献讨论等多种形式,优势互补,丰富课程内容。
本研究在多种方面表明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可以

在帮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同时,增强知识的灵

活运用以及临床思维的培养。 外科教学处在临床见

实习过渡阶段,联合运用 TBL、PBL、CBL、LBL 可以有

效帮助学生适应临床 [5 ~ 7] 。 每种教学方法都有各自

的优点。 LBL 的优点在于教师传授知识较为全面且

系统,有利于夯实基础外科知识,比如外科手术原则、
外科基本术式。 TBL 的优点在于小组内优势互补,帮
助学生明白自身劣势并加以改进,且增强组内合作意

识,比如通过小组合作手术提高学生积极性,或者小

组联合病例汇报培养同学责任感并且组内优势互补。
CBL 的优势在于以病例为基础,可以提高综合分析临

床问题以及应对实际问题能力,通过外科病例巡诊,
使得同学更全面具体掌握外科的诊断思路。 PBL 可

以帮助医学生适应临床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形式为小组问题讨论,这可以帮助掌握具体知识

点并且加深印象,Karimi[8] 研究表明 PBL 可以提升医

学生综合素质。 Zhao 等 [9] 研究表明,PBL 联合 CBL
相比单一教学模式,学生满意度更高。 Liu 等 [10] 研究

表明,PBL 联合 LBL 比单一 LBL 教学模式效果更好,
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Yang
等 [11] 研究表明,TBL 联合 LBL 可以提升学习效果。
因此,在外科教学中联用多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帮助临

床过渡,夯实外科学知识,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学人才,
顺应医学发展,通过联用多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

在外科教学中有较大获益。

每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固有缺陷 [12,13] 。 本研究

中,有的学生表示 LBL 存在教师对课堂中及课堂后

出现的问题反馈不及时的问题;TBL 教学中由于不同

学生学习能力,配合程度存在差异,会影响教学效果;
有的学生表示 CBL 开展过程中存在耗时过长问题;
由于见实习刚刚开始接触临床,学生面临外科基础不

扎实等问题,开展小组就临床问题讨论( PBL)学生认

为有一定困难。 因此,优化课程整合与多种方法联合

需要教学设计者更加精密的设计以及充分的课前准

备,在 CBL 教学中合理选择病例的难度,选择经典或

易误诊的外科病例;在 TBL 教学中,需要充分调动每

一位学生的参与度和平衡其发言机会,尽量平衡每位

学生的手术参与机会;在 PBL 中则需要选择合适的问

题导向,尽量选择外科的原则问题或者常见手术操作

问题。 在课程设计时,充分评估课程难度以及课程课

时,合理穿插 TBL、CBL、PBL 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获

得收获的同时,减少其对其他课程学习和生活的影响。
有的学生建议 4 种方法优化整合,增加 CBL 课时;有的

学生建议以 LBL 为主,辅助 TBL、CBL,对外科重难点

困惑使用 PBL。 在外科教学中,教学设计者可以提前

调研,了解学生需求,根据课程内容,以及学生反馈因

地制宜地选择不同教学方法联合使用[14] 。 总体来说,
在外科学教学方法中,优化课程整合与多种方法联合

的教学方式具有应用和推广价值,但对外科教学实施

者和设计者要求更高,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
本研究对外科教学中不同教学方式方法进行探

索,根据问卷反馈,学生对多种方法联合的教学方式

的评价较好,且在临床学习中收获更多,值得在外科

学课程教学中应用和推广。 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仅
调查了 94 名临床医学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果为

描述性,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为
外科课程教学中教学方式的改良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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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155HG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与 Gensini 评分呈正

相关,对冠心病患者 PCI 后冠状动脉再狭窄具有一定

诊断价值。 李孟婷等 [11] 研究显示 lncRNA TUG1 可

能通过改变炎性因子表达水平从而影响血管内皮细

胞功能,参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可见 lncR-
NAs 参与冠心病的机制比较复杂。 同时更有研究显

示在服用氯吡格雷作为冠心病二级预防用药的患者

中,lncRNA 表达的差异与患者氯吡格雷抵抗及患者

的长期预后相关 [12] 。
本 研 究 中 lncRNA IFNG - AS1、 lncRNA

AF131217. 1 没有发现明显的高表达,可能与研究样

本量较小、研究入选人群不同、合并疾病与相关研究

不同有关。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 lncRNA CoroMar-
ker 明显高于对照组,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13] 。 ln-
cRNA CoroMarker 诊断冠心病的 AUC 为 0. 960,标准

误为 0. 026,95% CI 为 0. 908 ~ 1. 000 ( P = 0. 000)。
CoroMarker 诊断 CAD 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90. 0%
和 90. 0% ,cut - off 值为 1. 081。 在相关性分析中发

现,患者 IL - 6、TNF - α 随着 lncRNA CoroMarker 的

升高而 升 高, 呈 现 线 性 正 相 关 ( r = 0. 437, P =
0. 005)。 考虑 lncRNA CoroMarker 可能通过炎性通路

影响了 IL - 6、TNF - α 的表达,促进了 CAD 患者的

发生、发展,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在 CAD 患者血清单核细胞中 lncRNA

CoroMarker 差异性高表达,对 CAD 的诊断具有较高

的敏感度及特异性,具有成为诊断 CAD 及评估病情

严重程度的生物学标志物的潜能,与 IL - 6、TNF - α
水平呈线性正相关,考虑 lncRNA CoroMarker 通过炎

性通路促进 CAD 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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