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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制临床医学系变态反应学教学需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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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系学生对目前变态反应学课程设置的意见,以及在变应原识别与临床

见习教学方面的需求。 方法 　 于 2022 年 1 月向刚完成变态反应学课程学习的八年制临床医学系五年级学生发放问卷,调查其

对现有教学内容的意见,以及对于过敏植株 / 花粉识别教学及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教学形式和内容的具体需求。 结果 　 共收到

有效问卷 102 份,数据分析显示,医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内容是食物过敏、变应性鼻炎以及严重过敏反应;认为难度较大的课程

内容是抗组胺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及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61. 8% 的学生希望增加过敏植株 / 花粉识别

教学,72. 5%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教学。 结论 　 本研究初步指出了八年制临床医学系变态反应学教学中

的难点及需求点,为将来的课程改革及教学优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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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反应学是研究过敏性疾病机制与诊疗的学

科,而过敏性疾病包括变应性鼻炎、哮喘、湿疹、荨麻

疹、食物过敏等,均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见疾

病 [1, 2] 。 因此,变态反应学教学是临床医学教育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我国早期开展变态反应学教

学的院校之一,目前的课程设置有 16 个课时,内容包

括变态反应疾病的特异性诊断、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

疗、变应性鼻炎、食物过敏、药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

等。 该课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系已

经开展数十年,虽然各任课教师在其授课的范围内会

不断更新内容,向学生介绍相应主题的最新进展,但
课程总体结构及内容配置没有变化,缺乏常见变应原

的认知实践课,也缺乏在临床见实习的安排。 本课题

组既往研究表明,医学生在学习完本门课程后,对于

记忆类知识点的掌握较好,而灵活应用知识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提示目前的课程设置可能无法

充分满足变态反应学教学的需求,需要对课程内容进

行革新 [3] 。 为此,笔者开展问卷调查,拟通过了解学

生对于目前课程设置的意见,以及在变应原识别与临

床见习教学方面的需求,为下一步变态反应学课程的

改革与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八年制临床医学系的五年级学生,共 104 名,在 2022
年 1 月学习了为期 1 周的变态反应学课程,在此之前

并未接受过正式的变态反应学教学或参加过变态反

应科门诊见实习。
2. 研究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学生

于 2022 年 1 月下旬学完所有变态反应学课程后,
在不受教师监督或干扰的情况下自主填写电子问

卷。 调查内容包括 4 个部分:①一般资料:性别、
年龄;②关于现有变态反应学课程内容的调查:对
哪些课程感兴趣 (多选 ) ,认为哪些课程难度较大

(多选) ;③关于过敏植株及花粉识别教学的调查:
是否希望增加过敏植株及花粉识别的教学内容,
希望采用何种形式进行过敏植株及花粉的识别教

学(按偏好排序 ) ,是否愿意参加在春季和秋季组

织的过敏植株及花粉的户外现场识别教学,每次

户外教学的时间希望有多长;④关于变态反应科

门诊见习教学的调查:认为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

是否有必要,在门诊的见习时间希望有多长,在门

诊见习期间希望学习哪些方面 ( 多选 ) ,在见习期

间希望学习哪些疾病(多选) 。
3.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3. 0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均

数 ± 标准差( x ± s)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M(Q1,Q3)]表示,定性资料以

百分数(%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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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 　 　 果

1. 问卷调查的一般情况:共发放 104 份问卷,回
收 102 份,有效问卷 102 份,应答率为 98. 1% ,填写完

成率 100% 。 参与调查的学生男性 44 人(43. 1% ),
女性 58 人(56. 9% ),年龄 22(22,23)岁。

2. 关于现有变态反应学课程内容的调查:如表 1
所示,在现有的变态反应学课程内容中,学生最感兴

趣的课程内容前 3 位是食物过敏 (67. 6% )、变应性

鼻炎(64. 7% ) 以及严重过敏反应 (59. 8% );末位 3
位是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23. 5% )、特应性皮

炎(27. 5% )以及真菌变态反应(30. 4% )。 学生认为

难度较大的课程内容前 3 位是抗组胺药物的临床应

用(54. 9%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37. 3% )以及

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36. 3% )。

表 1　 有关现有变态反应学课程内容的调查结果[n(% )]

课程内容
对此内容

感兴趣的学生

认为此内容

难度较大的学生

抗组胺药物的临床应用 32(31. 4) 56(54. 9)
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57(55. 9) 38(37. 3)

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 24(23. 5) 37(36. 3)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36(35. 3) 35(34. 3)

变态反应疾病的特异性诊断 49(48. 0) 33(32. 4)
荨麻疹和血管性水肿 60(58. 8) 28(27. 5)

特应性皮炎 28(27. 5) 26(25. 5)
真菌变态反应 31(30. 4) 23(22. 5)
螨变态反应 44(43. 1) 23(22. 5)

花粉症暨变态反应疾病的自然进程 33(32. 4) 21(20. 6)
食物过敏 69(67. 6) 19(18. 6)
药物过敏 54(52. 9) 18(17. 6)

接触性皮炎 52(51. 0) 15(14. 7)
变应性鼻炎 66(64. 7) 13(12. 7)

严重过敏反应 61(59. 8) 12(11. 8)

　 　 3. 关于过敏植株及花粉识别教学的调查:致病变

应原的识别是过敏性疾病诊治的基础,而花粉是引起

变应性鼻炎 / 哮喘的主要变应原,因此,教授学生学会

识别自然界过敏植株及相应花粉具有重要意义。 但

是,目前的变态反应学课程中尚缺乏专门识别植株及

花粉的内容。 本次调查显示,61. 8% 的学生希望在现

有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导致变应性鼻炎 / 哮喘的

过敏植株及花粉的课堂识别教学。 在识别教学的具

体形式选择方面,45. 1% 的学生首选虚拟现实技术支

撑的沉浸式互动展示,35. 3% 的学生首选微视频动态

展示,仅有 19. 6% 的学生首选幻灯图片静态展示,
49. 0% 的学生认为幻灯图片静态展示是排在最末位

的选择。 72. 6% 的学生愿意在现有变态反应学课程

之外,参加在春季和秋季组织的过敏植株及花粉户外

现场识别教学,其中 50. 0% 的学生希望现场识别教

学时长为半天,21. 6% 的学生选择 1 天,仅有 1. 0%
的学生选择 2 天。

4. 关于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教学的调查:目前北

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系的变态反应学课程

仅有课堂讲授的教学形式,没有在门诊见习或实习的

实践教学。 本次调查显示,82. 3%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

增加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的课程安排。 其中 57. 8%
的学生希望见习时长为 1 个半天,18. 6% 的学生希望

为 2 个半天,2. 0% 的学生希望为 3 个半天,3. 9% 的

学生希望为 4 个半天。 在认为有必要增加门诊见习

课程的 74 名学生当中,本调查进一步统计了他们对

于门诊见习期间学习内容的兴趣点。 81. 1% 的学生

希望能够观摩患者接诊,50. 0% 的学生愿意实际参与

到患者接诊的实践中,79. 7% 的学生希望学习皮肤试

验操作,55. 4% 的学生希望学习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

疗针剂配制操作,54. 1% 的学生愿意学习血清特异性

免疫球蛋白 E 检测方法,对肺功能检查感兴趣的学

生相对较少,为 39. 2% 。 同时,笔者还调查了学生在

门诊见习期间最希望见习哪些疾病类型,学生对不同

疾病的选择结果如下:变应性鼻炎(77. 0% )、食物过敏

(74. 3% )、哮喘(73. 0% )、荨麻疹(68. 9% )、药物过敏

(66. 2% )、 血 管 性 水 肿 ( 56. 8% )、 严 重 过 敏 反 应

(54. 1% )、 接 触 性 皮 炎 ( 52. 7% )、 特 应 性 皮 炎

(50. 0% )。
三、讨 　 　 论

本研究调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

系学生对变态反应学现有课程内容的意见,及其对于

过敏植株 / 花粉识别教学以及门诊见习教学内容的需

求和期望。 问卷应答率和完成率均在 98% 以上,完
成质量较高。 调查结果提示,医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

内容是食物过敏、变应性鼻炎以及严重过敏反应;觉
得难度较大的课程内容是抗组胺药物的临床应用以

及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 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
61. 8% 的学生希望增加过敏植株 / 花粉识别教学,
72. 5%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

教学。
在现有的变态反应学课程内容中,学生最有兴趣

的食物过敏及变应性鼻炎均为常见疾病,全世界食物

过敏患者的总数约有两亿人 [2] 。 变应性鼻炎在一般

人群中的患病率为 12% ~ 46% ,在我国北部草原地

区,变应性鼻炎的患病率更是高达 32. 4% [4,5]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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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学生本人或亲友都可能罹患这些疾病,导致他们

对此类疾病的诊治特别关注。 学生感兴趣内容的第

3 位是严重过敏反应,虽然该疾病相对于前两种疾病

发生率更低,但其后果严重,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且如果抢救措施得当,能够在短时间内挽救患者的生

命,因此也成为了学生关注的焦点 [6] 。
调查结果中值得注意的是,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

菌病和特应性皮炎是学生最不感兴趣的两项内容。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学生对这两种疾病名称较为陌生

有关,学生在既往学习或日常生活中,可能从未听说

过这两种疾病,因此会产生这些疾病少见、不重要等

错误认识。 实际上,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虽然少

见,但其在临床上误诊率可高达 90% 以上,且如果该

疾病不能被早期识别与正确治疗,患者可能会出现重

度肺通气功能障碍以及肺间质纤维化,生活质量显著

降低,预后不佳 [7] 。 而特应性皮炎更是全球最常见

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疾病,主要见于儿童和青少年,其
自报患病率高达 11% ~ 24% [8] 。

特应性皮炎是过敏性疾病自然进程的初始阶段,
也是预防儿童成长后期出现其他过敏性疾病的各种

防治措施的重要干预目标 [9] 。 因此需要在学生正式

接触变态反应学课程之前,对学生加强这些变态反应

学特色专科疾病的科普宣传,以激发其学习兴趣和增

强学习动力。 此外,学生认为难度最大的两项课程内

容是抗组胺药物的临床应用与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

疗,该结果与本课题组既往的研究结果相符。 本课题

组曾分析过八年制临床医学系学生变态反应学试题

正确率的影响因素,发现考察疾病治疗类题目的正确

率明显低于考察发病原因或疾病诊断类题目的正确

率 [3] 。 再结合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学生理解掌握变

态反应学疾病治疗相关的知识较为困难。 疾病治疗

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更是学

生在既往课程及见实习中从未接触过的变态反应学

专科治疗措施,仅凭教师进行课堂讲授,学生很难理

解治疗的原理或记住执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因此,
增设变态反应科门诊见习就显得尤为必要,能够将枯

燥难懂、纸上谈兵的理论灌输转化为形象生动、亲身

参与的实践练习,有效地弥补现有课程教学的短板。
变应原是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关键病因,变应原的

正确识别也是变态反应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植

物花粉作为一种常见的吸入类变应原,不仅可引起变

应性鼻炎、哮喘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还可能因其与

多种水果、蔬菜、坚果的交叉过敏性,导致继发的食物

过敏,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 [10] 。 同时,致敏花粉种类

繁多,同季节过敏植株及花粉彼此之间也容易混淆,
因此,需要专门增设课程进行过敏植株及其花粉的识

别教学。 本研究中 60% 以上的学生希望增加这项教

学内容。 具体的教学形式方面,80% 的学生都倾向于

选择比静态展示图片更为生动形象的虚拟现实技术

沉浸式教学或微视频示教,其中首选前者的学生

更多。
虚拟现实技术利用特殊的硬件支持设备与传感

技术、仿真技术、人机互作等多种技术模拟真实场景,
让使用者在逼真的虚拟环境中直接观察、触摸目标,
并进行交互操作 [11] 。 应用于医学教育时,虚拟现实

技术能够立体地呈现三维解剖结构,提供基础医学虚

拟实验平台,构建临床操作技术训练系统,从而突破

传统医学教学形式的局限,使教学更为生动灵活;在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

质量 [12] 。 因此,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来让学生沉浸式

学习过敏植株及花粉的识别,也将有助于提高学习过

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并通过增强形象记忆让学生更

好地掌握识别技能。 此外,1 / 2 以上的学生也愿意参

加到户外实地进行的现场识别教学,但此种实践活动

受到天气、地理环境的制约,在活动地点看到的植物

种类有限,还需要考虑到师生的出行安全问题,因此

在具体开展之前,还需要做好详实的执行计划,并向

学校管理部门申请报备。
综上所述,临床见实习是帮助医学生将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践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而目前本系变态反

应学课程缺乏在变态反应科门诊见实习的安排。 为

此,本研究调查了学生对于门诊见习的需求,结果显

示,70% 以上的学生均希望增设见习环节。 付文广

等 [13] 调查显示,77% ~ 92% 的临床医学本科生认为

见习教学很重要,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卫生部关于

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中也强调,
要实现早临床、多临床,培养医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

题的能力。 见习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主动学习和自

我提高的意识,使其更好地消化掌握课堂上学到的理

论知识,并亲身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14] 。 因此,变态反

应学课程的下一步改革应当着力优化课程结构,增加

见习教学。
在见习内容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希

望能够实地观摩甚至亲身参与患者接诊,同时也愿意

学习变态反应科特色的皮肤试验操作,免疫治疗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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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操作,以及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 检测。 由

于临床医学系班级人数较多,本教研室需要妥善安排

见习课表,让学生分多个批次进入门诊不同部门及岗

位见习轮转,以保证教学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对肺功能检查见习感兴趣

的学生仅占 39. 2% ,而肺功能检查是诊断与评估气

道过敏性疾病尤其是哮喘的关键手段,也是变态反应

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学生对此兴趣缺乏,可能与既

往变态反应学课程中缺乏哮喘及肺功能的专门课堂

教学有关。 为此,在今后的课程设计中,应当添加哮

喘与肺功能的教学内容,以激发学生的见习积极性。
此外,学生在门诊期间最希望见习的疾病类型调查结

果与前述感兴趣的课程内容调查结果一致,变应性鼻

炎和食物过敏位居前 2 名,而特应性皮炎为最后 1
名。 这同样提示应当加强对本科生的过敏性疾病科

普宣传,不仅要介绍常见病多发病,也要强调认识变

态反应科特色疾病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协和医学院八

年制临床医学系学生认为疾病治疗类课程内容的难

度较大,对于增加过敏植株 / 花粉识别教学以及门诊

见习教学具有较强烈的需求。 本研究初步指出了本

系变态反应学教学中的难点及需求点,为将来的课程

改革及教学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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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科
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

高福梅 　 谢 　 冰 　 陈 　 哲 　 吴 　 燕 　 王建六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妇产科临床见习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方法 　 以 2016 级临床医学专业见习医学生为

对照组,采用传统线下教学模式;以 2017 级为实验组,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结果 　 两组学生见习结束后的出科

考试中,理论学习和技能操作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是实验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学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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