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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对分课堂(PAD)辅以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在蛋白尿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为肾内科临床理论与实践教学

提供新的辅助教学方法。 方法 　 选取 2019 级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见习生 63 名,31 名为对照组,32 名为实验组;对照组采用传

统讲授方式授课,实验组采用 PAD 辅以思维导图教学模式授课。 结果 　 两组在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实验组无论是在客观题、案例分析、简答题、总成绩,还是在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主观能动性、学习自觉性、
调动学习热情、培养临床思维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 　 PAD 辅以思维导图的教学

模式有助于临床医学见习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培养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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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内科是一门专业性较强、基础理论知识要求较

高、与其他学科密切相联,是引导学生从临床理论知

识走向临床实践,培养诊断疾病的临床思维能力的学

科 [1] 。 大多数医学生认为内科学知识面广,涉及医

学各个基础学科的知识点,识记困难,学生容易产生

厌倦和排斥心理,从而导致学习态度散漫,学习热情

低下 [2] 。 PAD 课堂是指“讲授( presentation)、内化吸

收(assimilation)和讨论( discussion)”的教学模型(图

1),核心理念是把一半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

授知识系统的主干、重点与难点,另一半分配给学生

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对于不便于表达和复

杂的内容进一步的强化、理解和掌握 [3] 。 思维导图

可以将枯燥的、零碎的知识点串联在一起形成图画,
便于学生记忆,正所谓 “一图胜过千言”,是一种全

面、层次感与逻辑清晰的思维工具 [4] 。 让学习者感

受高效记忆方法的效率,提升学习兴趣,学生更容易

理解和掌握,已用于医学各课程中,取得较好的效

果 [5 ~ 7] 。 而本研究采用 PAD 辅以思维导图教学模式

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对比,现将结果进行报道。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选取 2022 年 7 月在笔者医院见习

的 63 名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见习生,平均年龄为

22. 45 ± 0. 26 岁, 实验组:32 名见习生采取 PAD 辅以

思维导图教学。 对照组:31 名见习生采取传统教学,

两组见习时长均为 6 学时,所授内容、课时数、授课教

师职称相同(表 1),均应用理论知识对临床疾病进行

分析并解决问题,均在见习结束前立即进行理论考试

及教学质量评估。

表 1　 实验组课时设计与教学内容安排

见习时间 设计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次见习 2 学时 PAD 讲解重点、难点

2 学时 PAD 讨论,课后自主学习

下一次见习 1 学时 以思维导图为例展示与复习、讨论与交流解答

1 学时 下发试卷,完成作业上交

　 　 2. 方法:(1) 传统教学方式:课前预习 (基础理

论) - 课堂式教学(教师讲授) - 课后复习(自学) -
考核 (试卷) 形式进行。 对临床典型病例采用 “教

师 - 学生”的单向传递灌输方式讲授相关理论知识,
如疾病的发病病因、机制、诊断方法、鉴别诊断和治疗

等逐一进行讲解,做到事无巨细、全面覆盖,见习生根

据重点做好相应笔记,把理论与临床病例相结合,对
病例进行分析、解决问题。 (2) PAD 辅以思维导图:
教师依据教学内容确定主题,应用 PAD 进行精讲重

点、难点,课间要求分成 4 人一小组,生生间相互提出

问题进行讨论、师生互动,课后可查阅相关资料,第 2
次上课前以思维导图为例展示,给予学生答疑解惑。

以“蛋白尿”为例,将其作为思维导图的关键词,
因蛋白尿诱因较多、复杂,如尿蛋白是肾脏本身的慢

性肾小球肾炎、或肾间质、肾小管、肿瘤或者药物等,
甚至泌尿系统临近器官、全身疾病也可引起蛋白尿,
使其成为肾内科泌尿系统疾病教学的重点、难点。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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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以“蛋白尿”为中心思考:蛋白尿是真性蛋白尿

还是假性蛋白尿? 其来源在哪里? 判断标准是什么?
若是真性蛋白尿,应该怎样进行区分? 来源于肾小球

性还是肾小管性,或是混和性蛋白尿、溢出性蛋白尿、
组织性蛋白尿? 其蛋白尿形成的机制是什么? 这些蛋

白尿临床中是什么疾病导致的? 教师讲授其基本概

念,做到“精讲留白”,课间 4 人一组进行分组讨论,生

生、师生互动,课后对所学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待下一

次见习时通过思维导图形式把各个知识要点串联起

来,以清晰的脉络形式给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对所学

知识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和掌握,从而达到透过现象(蛋
白尿)认识疾病的本质(疾病本身)的目的,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学生始终积极参与贯穿其中(图 1、图 2)。

图 1　 对分课堂的基本流程(摘自张学新对分课堂中国教育的新智慧)

　 　 3. 评价指标及统计分析:(1)理论考核评价评

估方式主要以所学理论知识进行出题,通过理论知

识(客观题 45 分、病历分析 35 分、简答题 20 分)考

试成绩进行评估。 按统一标准进行阅卷,评估学生

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对临床病例的分析、解决问

题的综合分析能力。 ( 2 ) 教学质量评价见习结束

前,本次所有五年制本科见习生对此次课堂的效果

反馈进行教学效果评估,采用 “能、否” 的问卷调查

方式对“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主动学习探索

知识的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学

习的自觉性、调动学习热情及上课更集中注意力,
培养临床思维,达到分析、解决问题”等 8 个方面进

行评估。
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9. 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若满足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以
均数 ± 标准差( x ± s)表示,非正态分布采用 Mann -
Whitney U 检验,有序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无序计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以百分数

形式表示,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1. 比较两组学生成绩:实验组学生客观题、病历

分析、简答题及总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均 < 0. 05),详见表 2。
　 　 2. 比较两组学习效果: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主
观能动性、学习的自觉性、学习热情、上课集中注意

力、临床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详见表 3。

　 　 三、讨 　 　 论

临床见习是在医学生学习内科学与临床实践中

穿插进行的一门实践课程,目的是让医学生对临床疾

病产生浓厚的求知欲,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理论学习打

下基础。 传统的见习方式是学生询问患者病史,带教

教师随之讲解与教科书上相关的理论知识,这种重复

“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只是理论知识的重复灌输,而
忽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生生、师生互动的实时

反馈。 学生的学习处于被动状态,学习兴趣及课程的

参与度不高,注意力不集中,因而不能较好地理解和

掌握知识整体结构和框架,缺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PAD 的核心理念是将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与讨

论式课堂的优点有机结合,把一半课堂时间分配给教

师讲授知识系统的主干,精讲、细讲重点与难点,另一

半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 类似

传统课堂(教师讲授在先,学生学习在后)与讨论式

课堂(强调生生、师生互动,鼓励自主性学习)相结合

的方式。 PAD 的优势基于网络发展和大数据爆发的

时代背景,授课者可以让学生借助手机上网搜索授课

内容难以理解、掌握的知识点,对存在的疑惑生生互

动,解惑困难时师生互动,这样,就能把手机影响教学

质量的负面效应转变为服务教学的正面效应,目前

PAD 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在高校教育改革中取得一定

的成效 [8] 。 无论是在基础医学的英语摘要写作、细
胞生物学、预防医学、遗传学、口腔颌面肿瘤学、人体

解剖学等应用,还是在临床医学麻醉专业、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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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蛋白尿的思维导图

表 2　 两组理论考核的比较 (分,x ± s)

项目 实验组( n = 32) 对照组( n = 31) t P

客观题(45 分) 41. 72 ± 0. 278 40. 32 ± 0. 489 2. 501 0. 015

病历分析(35 分) 31. 41 ± 0. 245 30. 42 ± 0. 349 2. 324 0. 024

简答题(20 分) 18. 16 ± 0. 150 17. 45 ± 0. 179 3. 031 0. 004

总成绩(100 分) 91. 28 ± 0. 387 89. 55 ± 0. 420 3. 040 0. 004

本科、诊断学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9 ~ 21] 。
可见,PAD 在医学教学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并取得

实效,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然而,对分课堂

过分强调知识系统的主干、重点与难点,常常使学生

忽略记忆性细节知识,造成基础知识不扎实的问题,
而思维导图可对知识细节进行梳理总结,达到便于记

忆、理解和掌握的目的。 崔银洁等 [22] 在康复教学中

应用 PAD 结合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绩及

临床思维的培养与建立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PAD 和思维导图结合不仅共同加强发散思维与逻辑

思维的培养,而且在知识获得方面互相补充,重点与

细节全面覆盖,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达到高效学习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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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教学质量的比较[n(% )]

项目
实验组( n = 32) 对照组( n = 31)

能 否 能 否
χ2 P

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29(90. 63) 3(9. 37) 28(90. 32) 3(9. 68) 0. 002 0. 976
主动学习探索知识的能力 29(90. 63) 3(9. 37) 19(61. 29) 12(38. 71) 7. 469 0. 006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0(93. 75) 2(6. 25) 23(74. 19) 8(25. 81) 5. 379 0. 020
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29(90. 63) 3(9. 37) 18(58. 06) 13(41. 94) 8. 811 0. 003

调动学习热情 32(100. 00) 0(0) 25(80. 65) 6(19. 35) 6. 846 0. 009
更集中注意力 26(81. 25) 6(18. 75) 17(54. 84) 14(45. 16) 5. 069 0. 024
培养临床思维 25(78. 13) 7(21. 87) 15(48. 39) 16(51. 61) 6. 007 0. 014
分析、解决问题 30(93. 75) 2(6. 25) 23(74. 19) 8(25. 81) 4. 510 0. 034

　 　 本研究应用 PAD 辅以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在肾

内科尿蛋白的教学,无论从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主
观能动性、学习的自觉性、学习热情、上课集中注意

力,还是临床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均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这可能与传统见习教学的单

纯让学生询问患者病史,带教教师随之讲解与教科书

上相关的理论知识相比,学生更容易发挥对尿蛋白发

生的原因产生浓厚的兴趣,据此使用思维导图的方式

引出,对学生更具有吸引力。 课后,学生进行生生互

动的方式,共同讨论,弥补知识的不足,克服了师生互

动的胆怯感、不懂装懂的心理。 下次课前使用思维导

图的方式答疑解惑,使学生对学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

和掌握。 故两种教学方法的联合应用适合课程本身

特点且有助于课程核心目标的顺利完成,具有一定的

结合优势,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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