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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索以基于案例教学法( case - based learning,CBL)和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 - based learning,PBL)为基

础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在心血管临床教学中的效果。 方法 　 通过简单随机抽样选取 2019 年 9 月 ~ 2021 年 9 月在中国医学科学

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选修心血管内科学的 201 名专业型研究生、专培生及进修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心血管重症学习章节进行以

CBL 和 PBL 为基础的思维导图式教学后发放调查问卷并统计分析。 结果 　 综合评分提示,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使专业概念更易

理解与记忆、知识点更易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融会贯通,有助于形成系统的临床诊疗思路,提高学习兴趣,希望进一步推广。 结论

以 CBL和 PBL 为基础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积极、高效地学习心血管重症的理论知识及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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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系统疾病是现代社会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引起死亡的主要疾病,而心血管重症由于具有病情复

杂、合并症多、预后差等特点,极大增加了家庭及社会

的经济负担。 因此,目前亟需培养更多的心血管重症

专业后备人才。
目前临床型学生所接受的专业理论课程授课方

式仍然主要以传统的大班授课、网络自主学习等方式

为主,学生普遍反馈传统模式下学习目的不强、效率

不高,专业知识讲授顺序不符合临床诊疗过程等,他
们希望专业理论教学应保证课程教授的高效性以及

与临床实际诊疗高度适配性。 因此需要寻找更科学、
更适合医学专业的理论及实践教学模式。

思维导图(mind map)又被称为“脑图”、“思维地

图”等,是一种以中心主题为起点,根据与之关联的

关键词或图形进行分支,逐渐发散形成具有严谨思维

逻辑的树状网络框架。 它作为一种辅助思考工具,贯
穿大脑信息加工的各个阶段,提高学习及处理新知识

的效率 [1]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师、学者将 “思维

导图”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教学实践活动中。 结果显

示,通过“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可以显著提高学习效

率,形成互动及体验式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一种接

纳新知识、整合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策

略 [2 ~ 4] 。
基于案例教学法(case - based learning,CBL),是

一种以临床案例为基础、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学

习者的积极主动性的体验式和情景式教学。 对于临

床医学专业型研究生来说,提高临床思维、分析能力

在临床工作中极为重要。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PBL),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小组讨论

为形式,在辅导教师的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

具体病例的诊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学习过程 [5] 。
本研究拟建立一种以 CBL 和 PBL 为基础的新思

维导图教学模式,即利用“思维导图”,以经典、疑难

重症病例作为切入点,通过临床问题,融合视频、心血

管书籍、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体方式,全方位、多形式

地学习如何利用临床证据、系统分析、逐层递进以得

到准确而全面的临床诊断,从而使专业型医学生学习

相关治疗方法和预后情况,并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扩充

理论知识、实用操作技巧和相关前沿进展。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 2019 年

9 月 ~ 2021 年 9 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

院选修心血管内科学的专业型研究生、专培生及进修

生共 201 人,所有参与项目研究的学生均知情并

同意。
2.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 在对

参与研究的学生进行“以思维导图 + CBL + PBL”的

教学模式教学后,向学生发放纸质版调查问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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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多选、矩阵量表、开放式问答等方式,调查研究

对象的身份类别、临床工作经历、既往接受的教学模

式类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更喜爱的教学方

式、对本教学模式的体验以及对教学模式未来发展的

建议等问题。
3. 教学实施

(1)思维导图的设计与绘制:根据课程内容和疾

病分类,设计并绘制以多个经典病例作为切入点,根
据已知的症状、体征、既往史、个人史、实验室检查等

提出多种可能的诊断,继而进一步导向其他相关检

验、检查,最后逐一分析鉴别,得出全面、准确的诊断

临床思维过程,最后拓展到相关疾病的治疗方式及进

展的图形化图表。
(2)思维导图与 CBL 及 PBL 教学方式的融合:

在本次教学实践前期采用 CBL 教学法,进行疾病相

关知识的讲授。 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提前收集准备好

的经典病例的部分已知临床信息 (如患者的临床表

现、既往史等) 以 “思维导图” 的方式逐步公布给学

生,引导学生讨论,决定下一步诊疗方案,随后公布补

充信息,继续引导学生思考,以做出补充结论及鉴别

诊断。 其重要特点为最大程度地模拟了临床诊疗的

过程,更符合临床病例的诊疗思路,即症状→疾病→
治疗。 这种教学模式使专业型研究生理论学习与临

床实践紧密结合,真正做到 “理论为实践所用”。 对

于临床医学专业型研究生来说,提高临床思维、分析

能力在临床工作中极为重要。 在“思维导图”式的教

学模式后期采用 PBL 教学法。 学生在“思维导图”式
的教学模式引导下对病例进行一步步分析判断,最后

得出诊断。 同时,教师将针对该病例的特点、相关鉴

别、诊疗过程等不同方面提出问题,由学生讨论分析

并展示回答。 由于前期引导式教学已使学生对该病

例有一定的整体掌握,在教学中后期提出问题讨论能

够促使学生整合、发散思路,巩固相关知识内容。
(3)辅助教学的视频制作:本次教学改革录制教

学视频,模拟疾病发生、演变过程中症状及体征的变

化,记录临床实践中真实的病例采影,部分临床实用

技能的实际操作,临床诊疗方式的展示及讲解,解释

疾病发生机制的演示动画等。 结合“思维导图”的教

学模式,视频教学将穿插于经典病例的教学诊疗过程

中,用以从不同角度多种形式地为学生生动展现不易

理解或想象的问题,帮助学生全方位理解危重病例的

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演变过程、治疗原则、相关操作

方法,使学生更加生动形象地感知重症病例的临床诊

疗特点。
(4)心血管重症书籍出版:在本次教学实践中,

召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医学多位资深

临床专家共同编写并出版心血管相关专业书籍,为
“思维导图”式教育提供权威、全面、前沿的有力理论

支持。 在“思维导图”式授课中,部分难点或拓展知

识点分别对应心血管书籍的相关章节。 学有余力的

学生可自行查阅相关知识要点,拓展自己的知识储

备。 由于专业型医学生学习精力不同,基于此既不会

增加原有课程的学业负担,又为学有余力、乐于拓展

的学生提供了便捷的知识获取途径。
(5)微信公众号设计与推广:为将医学教育渗透

至学生生活的每个角落,本次教学实践项目还建立了

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医学伦理人文、疑难病例讨论、
临床误区解读、常用药理知识等相关文章。 参与选课

的学生关注公众号,养成利用零散时间学习“医学轻

知识” (即以领悟为主,记忆为辅的小知识点) 的习

惯。 同时,公众号还会根据课程内容,推送相关知识

点拓展内容或病例讨论,帮助学生全面理解相关疾病

与知识点。
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6. 0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

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共有 201 名学生参与本

次教学研究,在进行以临床病例和问题为基础的思维

导图式教学后共发放调查问卷 201 份,回收 201 份,
有效率为 100% 。 参与教学研究的学生中共有笔者

单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99 人(49. 3% ),进修及专培

生 102 人(50. 7% ),其中半数以上学生(56. 7% )具

有1 ~ 5 年临床工作经验。 研究生以往接触到的主要

教学模式以概念灌输为主,而进修及专培生主要以按

疾病分类学习的教学方式为主,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 001)。 此外,两类学生均认为“课程讲解知

识点分散,难以形成系统的临床思维”是影响临床专

业课程学习效率的主要原因,且最希望课程教师在教

学中充当“诊疗思路的指引者”这一角色(表 1)。
2. 学生对于新教学模式的观点:对于“新教学模

式的观点”一题采用矩阵类题目,1 分表示“不赞同”,
5 分表示“非常赞同”,学生对于“专业概念更易理解

与记忆”这一说法的平均分为4. 22 ± 0. 79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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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n(% )]

项目 合计 研究生 进修及专培生 P
临床工作经历(年) < 0. 001
　 < 1 6(3. 0) 6 0
　 1 ~ 5 114(56. 7) 93 18
　 5 ~ 10 48(23. 9) 0 51
　 ≥10 33(16. 4) 0 33
以往接触的主要教学方式 < 0. 001
　 着重概念灌输的教学方式 78(38. 8) 60 18
　 按疾病分类学习的教学方式 90(44. 9) 36 54
　 临床病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30(14. 9) 3 27
　 提出问题小组讨论的教学方式 3(1. 5) 0 3
影响临床专业课程学习效率的主要原因

　 教授形式单调枯燥 60(29. 9) 32 28 0. 452
　 课程讲解知识点分散,难以形成系统的临床思维 77(38. 3) 33 34 1. 000
　 内容过于传统,不能结合前沿进展 44(21. 9) 25 19 0. 257
　 缺少课堂师生间及学生间的互动 30(14. 9) 9 21 0. 023
最希望课程教师在教学充当何种角色

　 基础概念的传授者 33(16. 4) 10 13 0. 557
　 诊疗思路的指引者 105(52. 2) 61 54 0. 215
　 问题讨论的主持者 40(19. 9) 21 19 0. 647
　 自主学习的评论者 23(11. 5) 7 16 0. 056

点更易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融会贯通”平均分为 4. 39 ±
0. 75 分;“有助于形成系统的临床诊疗思路”平均分

为 4. 51 ± 0. 56 分,且研究生平均分高于进修生及专

培生(P = 0. 017);“课程内容形式多样,提高学习兴

趣”平均分为 4. 16 ± 0. 82 分,但研究生平均分显著低

于进修生及专培生(P < 0. 001);“相比较传统的授课

方式更喜欢以思维导图为引导的教学模式”平均分

为 4. 19 ± 0. 76 分,且进修生及专培生平均分更高

(P = 0. 002);“希望能够在各个学科中推广”平均分

为 4. 24 ± 0. 76 分,进修生及专培生平均分显著高于

研究生(P = 0. 006,表 2)。

表 2　 关于“以思维导图及多媒体为引导”的教学模式的观点 (分,x ± s)

项目 研究生( n = 99) 进修及专培生( n = 102) P
专业概念更易理解与记忆 4. 21 ± 0. 64 4. 24 ± 0. 91 0. 835
知识点更易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融会贯通 4. 48 ± 0. 61 4. 29 ± 0. 86 0. 072
有助于形成系统的临床诊疗思路 4. 64 ± 0. 54 4. 38 ± 0. 91 0. 017
课程内容形式多样,提高学习兴趣 3. 88 ± 0. 69 4. 44 ± 0. 85 < 0. 001
相比较传统的授课方式更喜欢以思维导图为引导的教学模式 4. 03 ± 0. 58 4. 35 ± 0. 88 0. 002
希望能够在各个学科中推广 4. 09 ± 0. 62 4. 38 ± 0. 85 0. 006

　 　 3. 学生对于新教学模式实践的建议:通过多项选

择的调查形式,85. 1% 的学生表示希望所教学的疾病

均能配以病例和 1 幅思维导图,58. 2% 的学生希望思

维导图能够更加简洁,32. 84% 的学生希望可以共同

参与设计思维导图。 此外,没有学生表示希望不再使

用“以思维导图及多媒体为引导” 的教学方式 (图

1)。 进一步针对“以思维导图及多媒体为引导”教学

模式 中 视 频 教 学 方 面 进 行 调 查, 绝 大 部 分 学 生

(91. 0% )希望教学视频内容包括展示经典病例的临

床表现或体征,分别有 89. 6% 及 88. 1% 的学生希望

教学视频内容包括技能操作并希望所有心内科基本

操作技能均能够录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版本。
三、讨 　 　 论

作为心血管内科专业的临床学生,学习掌握心血

管重症的诊断与治疗是培养期间必不可少的环节。
但由于临床学生大部分时间均在临床轮转,仅能利用

有限的时间接受专业理论教学,临床专业学生的专业

理论教学应保证课程教授的高效性以及与临床实际

诊疗高度适配性。 传统 教 学 方 式 ( lecture - based
learning,LBL)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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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病例教学 +思维导图的授课方式的建议

　

式,采取大班形式的一种全程灌输式教学模式。 其具

有方式古板、效率不高、专业知识讲授顺序不符合临

床诊疗过程等局限性,导致专业型学生即使接受了良

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在临床实践中仍缺乏严谨的临床

诊断思维,培养出的专业型研究生在进入临床实际工

作时常出现较长时间的不适应期 [6] 。
PBL 与 CBL 教学模式以 “问题” 和 “病例” 作为

授课切入点的教学模式,具有高度协同性,更符合临

床诊疗思路,可使学生学习更有条理,充分调动学生

积极性,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7] ;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

学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打破了学科的界限,锻炼

了学生 以 病 例 诊 治 为 中 心 的 发 散 思 维 和 横 向 思

维 [8] 。 目前 PBL 与 CBL 联合教学已广泛应用于医学

教育并拥有大量成功实践 [9] 。
参与本次调研的学生主要由全日制研究生、进修

生及专培生构成,虽然临床工作时间及以往接触到主

要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但对于影响临床专业课程学习

效率的主要原因分析及期望教师充当的教学角色基

本一致。 根据临床工作观察发现,以往传统理论教学

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与临床实际诊疗思路脱节、内容

枯燥单薄、形式单一、难以做到因材施教等方面,本次

调查结果也同样显示,无论是研究生还是进修生及专

培生,大多数学生均认为“课程讲解知识点分散,难
以形成系统的临床思维”是影响临床专业课程学习

效率的主要原因。
在本次调查中,学生表示更希望教师充当“诊疗

思路的指引者”这一角色。 以临床病例和问题为基

础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即为最大程度

地模拟了临床诊疗的过程,是“诊疗思路指引者”的

有力工具,更符合临床病例的诊疗思路,使专业型研

究生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真正做到“理论

为实践所用”。 而“思维导图”的引入使教学过程更

加简洁明了。 它以图形的方式展示思维轮廓,清晰地

展现思维过程,将思维可视化,打破了“老师讲,学生

听,背重点” 的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 [10] 。 逐层递进

的、抽丝剥茧的学习方式更能调动学生对于理论知识

获取的自主性,使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讲授者”,更
是“思路引导者”。

通过对 201 名学生进行以临床病例和问题为基

础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学生在对“以思

维导图及多媒体为引导”的教学模式的各项观点中

平均分均达到 4 分以上,认为本教学模式使“专业概

念更易理解与记忆”、“知识点更易在临床诊疗过程

中融会贯通”、“有助于形成系统的临床诊疗思路”、
“提高了学习兴趣”,并希望进一步推广本教学模式,
充分显示出学生对于本教学模式的充分认可。

综上所述,以临床病例和问题为基础的思维导图

教学模式更符合临床教学,更能满足专业型医学生的

意愿。 “思维导图”将学生的学习思路清晰化,加强

了学生对于临床诊疗思维的把握,提高学习效率;
CBL 的教学方法更加贴近实际临床诊疗过程的思路;
PBL 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后期引导学生讨论总结、拓展

发散相关知识,巩固课堂中获取的知识。 以上三者相

辅相成,从不同方面极大程度地保障了专业型研究生

的理论知识学习,使学生能够积极、高效地学习与临

床关系紧密的理论知识,真正做到“理论服务实际”,
为此后临床医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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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科研能力提升数据来自学生自我评估,但数据清

楚地表现出能力变化情况,为结果解释使用提供了较

强可信度。
本研究尚有一定的局限性:(1)研究对象区别于

一般医学院校,同时笔者所在院校无本科教育,关于

研究生的研究结果外推有限。 (2)鉴于国内尚缺乏

统一科研能力的评价量表,科研能力提升数据来自自

我评估,可能存在偏倚。
综上所述,该医学院校研究生对 《临床流行病

学》课程的兴趣和重视度较高,对提升临床能力的需

求较为普遍,提升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
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应注重引导式教育以启发和培养

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领悟该学科对临床科研

及实践的重要性;面对不同层次、类别学生在授课时

采取差异化教学,以期针对性补齐短板,培养具有较

高科研水平的临床医学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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