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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结合教学图库在超声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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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声诊断学的教学以图像为主要内容。 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主

要功能是对图像进行获取、存储、显示、传输和管理,但应用于教学的功能不完善,近年来有医学院校逐步尝试通过从海量的数据

中筛选并构建超声教学图库用于超声诊断学教学中。 超声诊断学的教学主要集中在超声声像图的特点以及鉴别诊断,讲授的理

论知识内容相对较少,正好契合了微课的大多特点。 本文阐述了微课及超声教学图库在超声诊断学中的应用现状,通过微课的

设计将超声诊断学的各系统的重点内容进行串讲、录制,结合超声教学图库进行读图训练,有效增加和丰富超声教学资源,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综合分析能力,缩短学习曲线,提高超声诊断学临床教学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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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检查具有实时、可重复、价廉、便捷、可随时

床旁及术中等优点,在临床诊断及精准治疗中具有独

特的优势。 然而超声诊断学涉及知识面广,理论知识

较为抽象、复杂,对解剖基础、临床专业基础及图像的

立体思维要求较高,同时,超声诊断也是实践性较强

的科目。 中医院校的研究生及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

师在超声轮科的时间为 1 个月,如何让学生有效达成

教学目标的要求并应用到临床的实际工作中,是近年

教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图像的解读是超声教学主

要内容之一 [1,2] 。 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 picture ar-
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主要功能是

对图像进行获取、存储、显示、传输和管理,但应用于

教学的功能不完善,学生难以在海量的数据中自行检

索符合教学大纲要求的病例。 有研究指出,典型超声

病例图库教学组的超声科轮转医生的考试成绩明显

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组 [2] 。 但目前国内尚无可供各个

院校资源共享的超声教学图库。 微课以微型简短教

学视频为载体,针对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设计开

发的新型网络课程资源,满足当前时代教育研究活动

的需求 [3 ~ 6] 。 但微课在超声诊断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拟将微课结合超声教学图库应

用于超声科轮科医生的临床教学中,在传统临床带教

的基础下,通过微课将超声诊断学的各系统的重点内

容进行串讲,结合超声教学图库进行读图训练,旨在

缩短学习曲线,提高临床教学效果。
一、超声教学图库在超声诊断学临床教学的现状

PACS 系统目前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各级医院的影

像科及超声科,对临床的资料进行全部数字化管理与

保存,也可应用于临床教学与科研。 但 PACS 系统中

存储的病例量极大,存在一部分正常声像图的病例,
更有一些资料不完整或图像不合格的病例,直接应用

于教学必定效果不佳 [7] 。 超声科的带教教师在短短

1 个月的时间要将所有常见病的超声声像图特点、超
声诊断及鉴别诊断传授给学生,让他们理解与掌握是

一项较为艰巨的教学任务。 由于影像学均存在“同

病异影,异病同影”,掌握病例的典型超声声像图表

现,动态掌握其声像图的变化趋势,对相似声像图的

细微差别进行识别对于疾病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比

如结节性甲状腺肿囊性变的结节囊液完全吸收后或

囊液抽吸术后,或甲状腺良性结节超声引导下酒精消

融、微波消融等介入治疗术后改变,常常表现为与甲

状腺乳头状癌相似的超声表现,如纵向生长、边缘不

规整或模糊、内部出现点状高回声,临床上往往会高

估甚至误诊为甲状腺癌进行过度的手术切除,结合

PACS 系统中既往的超声检查结果以及病史能够进行

鉴别 [8 ~ 10] 。
张菁等 [11] 随机抽取开设医学影像学专业课程两

个大班的学生纳入研究,分别施以传统教学 ( n =
177)和网络数据库教学( n = 182),网络数据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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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P
< 0. 05)。 胡佳佳等 [12] 研究指出,有 91% (21 / 23)的
学员未使用过教学案例库,使用后有 87% (20 / 23)的

学员表示教学案例库有助于临床思维能力的提升,医
学知识的拓展及提高疑难杂症的诊治能力等。 笔者

医院的信息化系统非常完善,PACS 系统可同时关联

住院病历、门诊病历、病理及实验室检查等。 因此,本
研究从 PACS 系统专门筛选图像合格及临床资料完

整的病例建立超声教学图库,学生通过 PACS 调取超

声的图像进行学习,也可以同时对比学习其他影像学

图像及既往的影像学资料,并和临床相结合。 超声教

学图库的建立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备课及科研病例的

收集。 由于每一个系统的病种种类繁多,而浅表器官

(甲状腺、乳腺、淋巴结等)的操作检查较其他部位更

容易掌握,且高频探头检查分辨率高较其他影像学具

有优势,因此选择甲状腺或乳腺疾病作为研究对象,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或感兴趣点选择其中一

个系统进行自主学习。 本研究表明,通过超声教学图

库中大量病例的典型声像图的系统学习、诊断及相关

鉴别诊断,充分了解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临床表现

与声像图表现之间的关系,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综合分析能力,提高了学习

效果和读图测试的成绩。
由于中医院校学生的本科阶段及研究生阶段,超

声诊断学的教学时数较少,学生的基础知识薄弱。 而

超声医学的课程学习时间安排在本科在三年级,研究

生一年级,到临床轮科时,即便是当时学习成绩比较

好的学生,之前所学习的理论知识的内容也基本遗

忘,到了临床轮转时对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很陌生。 但

轮科学生也有自身的优势,求知欲强,通过本科及研

究生阶段的系统理论学习及临床轮科,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临床基础及实践能力。 但在轮科过程中,如果按

照本科教学将各个系统的知识重新讲一遍,无形中增

加了带教教师和学生的压力。
随着超声诊断技术越来越趋向智能化和信息化,

超声诊断学课程教学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以信息化

技术手段为依托,慕课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小规模在线课程(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SPOC)、雨课堂、超星等教学平台的兴起,以及“人工

智能 + ”、“智慧 + ”等新兴技术的日益普及,打破了

传统教学模式在时间、空间上的界限,为多样化的教

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3] 。 有研究将以问

题为 导 向 的 教 学 模 式 (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PBL)、案例式教学(case besed learning,CBL)、以学员

特征导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应用于超声诊断学的

教学中,引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均取得了满意的

效果 [6,7,14,15] 。 但关于超声诊断学系统知识的在线教

学资源较少。
二、微课在超声诊断学教学中的现状

“微课”最早是由美国研究者提出的设计理念,
具有微型、灵活、普及型强、高效的特点,和一般课程

的区别主要有两点:教学视频时间很短(将概念和举

例浓缩到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的课程中);教的内容

少,只针对一点知识进行教学,主题明确,主线清晰,
语言简练 [3 ~ 6,13,16,17] 。 微课程的移动学习和在线学习

的优点,在大数据背景下具有明显优势 [13,18] 。 超声

诊断的内容以图像为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超声声像

图的特点以及鉴别诊断,讲授的理论知识内容相对较

少,契合了微课的大多特点,可将各种疾病的超声诊

断按疾病进行微课程的设计 [18] 。 超声诊断学采用微

课的混合教学模式可更好满足学生对不同学科知识

点的个性化学习,是课外延伸的个性化阅读和学习的

最好载体 [3,18] 。 但超声诊断学的微课程尚未得到教

师和学生的充分的重视,未得到规范的设计和推广。
三、微课结合教学图库在超声诊断学教学中应用

探索与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教学研究对象:选取 2020 年 1 月 ~ 2022 年 8 月

于超声科轮科的医生 12 人(本科 4 人,研究生 8 人),
由教学秘书随机分组。 (1)对照组:传统临床带教:6
人。 (2)研究组:传统临床带教 + 微课教学 + 教学图

库训练:6 人。
超声教学图库建设:制定标准,建立超声教学图

库:(1)分组标注病例、回访、剔除或入选、标注病理

结果,根据病理结果分组。 (2)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筛

选病例,包含典型图像与非典型图像。 (3)超声图像

(动态图、静态图、二维超声图像、多普勒超声图像和

或弹性成像图像、超声造影图像等)。 所选择的影像

学图像必须符合超声影像科制定的图像质量评价及

质控标准。 (4)分专业组导出示范病例的图像、患者

信息的 Excel 表格以及超声 PDF 报告。 (5)根据上述

标准筛选病例及图像,符合标准的进行分类、归档,建
立超声教学图库。

测试、反馈及完善超声教学图库:对超声教学图

库进行试用,试用期间若发现有图像丢失、图像不清

晰、动态图无法播放等情况时需进行反馈,查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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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解决问题,完善超声教学图库使其能正常

使用。
微视频课程设计及录制:(1)集体备课:根据教

学大纲及教学目标,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整合和提炼

教学内容。 完善 PPT,进行 3 轮讨论及修改,然后为

试讲。 超声诊断学的内容分为:超声医学总论,腹部

及泌尿系统超声诊断,妇产科疾病超声诊断,浅表器

官超声诊断,肌骨超声诊断,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

(上、下)共 7 个部分,由 7 名具有临床带教经验且经

过高等教育培训的教师分别负责。 (2)微视频课程

时长:10 ~ 15min,最长不超过 20min。 (3)微视频课

程录制:分别由 7 名教师在小型会议室完成微视频课

程录制,视频分辨率为 1920 × 1080 帧频。
教学过程的实施:(1)上班时间,传统的临床带

教:带教教师一对一带教、超声报告的书写、上机操作

练习。 (2)微课教学:微课视频每周 2 次,固定周二

和周六晚通过视频号推送,自主学习并完成课后思考

题。 (3)超声教学图库的自主学习:进行教学图库操

作培训,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或感兴趣点选择

甲状腺或者乳腺两个系统的病例,按照操作指引通过

PACS 自由安排时间自主学习。
教学及教学效果评价:(1)微课学习后提交思考

题答案,由带教教师评分。 (2)出科考试,包括理论

考试和读图考核,理论考试为统一试卷,读图考核根

据学生选择的方向,满分 100 分。 (3)出科时学生完

成考 核 问 卷 调 查, 并 对 教 学 工 作 进 行 评 分, 满 分

100 分。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4. 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 符 合 正 态 分 布 的 计 量 资 料 以 均 数 ± 标 准 差

( 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微课的课程教学内容及时长,详见表 1。

表 1　 微课的课程教学内容及时长

内容 课堂教学理论课时长(min) 微课时长

超声医学总论 45 17 分 15 秒

心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 90 14 分 41 秒

常见心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 45 12 分 31 秒

腹部及泌尿系统超声诊断 90 15 分 4 秒

常见妇产科疾病超声诊断 65 21 分 9 秒

肌骨超声临床应用概况 25 11 分 38 秒

浅表器官超声诊断 45 11 分 17 秒

　 　 超声教学图库:(1)甲状腺超声教学图库包括:
结节性甲状腺肿 100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100 例、甲
状腺髓样癌 10 例、甲状腺滤泡癌 10 例、桥本氏甲状

腺炎 10 例、亚急性甲状腺炎 10 例、甲状腺功能亢进

10 例、甲状腺功能减低 10 例。 (2)乳腺超声教学图

库:乳腺纤维腺瘤 100 例、浸润性乳腺癌 100 例、乳腺

导管原位癌 50 例、乳腺错构瘤 10 例、乳腺淋巴瘤 10
例、肉芽肿性乳腺炎 10 例、急性乳腺炎 10 例、乳腺硬

化性腺病 10 例、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 10 例。
研究组对教学安排、教学方式的评分以及理论考

试和读图测试的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5)。
不同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分及考试成绩比较,详见

表 2。

表 2　 不同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分及考试成绩比较 (分,x ± s)

组别 教学安排 教学方式 理论考试 读图测试

研究组( n = 6) 92. 17 ± 2. 14 95. 83 ± 2. 48 94. 50 ± 3. 99 90. 33 ± 2. 94
对照组( n = 6) 85. 50 ± 4. 32 87. 33 ± 2. 50 71. 00 ± 3. 85 64. 50 ± 4. 13

t 3. 65 5. 59 9. 66 13. 95
P 0. 015 0. 003 < 0. 001 < 0. 001

　 　 四、展 　 　 望

本研究通过对学生的需求进行分析,集体备课,
对教学的重点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将超声诊断学的内

容分为 7 个部分进行微课视频的录制,微课的时长为

11 分 17 秒 ~ 21 分 9 秒。 学生利用自己闲散时间即

可完成各个系统超声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可随时随地

反复学习、巩固,结合每天一对一的临床带教,理论和

实践的相结合,课本和临床的有机结合,强化学习重

点内容的教学目的,明显的提高了理论考试的成绩。
微课结合超声教学图库进行教学的学员对教学安排、
教学方式的评分以及理论考试和读图测试的成绩均

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P < 0. 05)。
综上所述,微课结合超声教学图库能有效增加和

丰富超声教学资源,为学生掌握超声图像解读提供必

要的医学训练,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诊断思路和临床

思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及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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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超声诊断学临床教学的学习效果,有助于培养全

方位发展的医学人才。 但研究的不足之处,本超声教

学图库是基于 PACS 系统而构建,学员仅能利用医院

的内网电脑进行学习。 构建教学图库及录制微课对

科室带教教师团队提出了新的要求,且需要额外耗费

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准备,还需要对教学资源

进行持续的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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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视频联合 PBL 在缺血性脑卒中
静脉溶栓培训中的应用

侯晓夏 　 王媚瑕 　 董晓峰 　 张 　 琴 　 徐梅花 　 熊文婷 　 冯红选

摘 　 要 　 目的 　 分析标准化视频教学联合以问题为核心的教学方式( problem - based learning method,PBL)在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静脉溶栓治疗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20 年 12 月 ~ 2022 年 4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本部神经内科接

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64 名学员为调查对象,将单月 32 名学员设为对照组,双月 32 名设为观察组。 对照组使用讲授式教学

及情景模拟教学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标准化视频教学联合 PBL 教学法。 通过比较两组学员教学后理论知识、模拟

案例考核成绩及教学满意度情况进行教学效果评估。 结果 　 观察组学员理论成绩、模拟案例考核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学生(P <
0. 05)。 学员课堂满意度评分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 　 标准化视频教学联合 PBL 应用于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治疗培训中可有效提高学生理论课成绩,增强临床实践能力,同时满意度较高,应用效果显著。
关键词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静脉溶栓 　 标准化视频教学 　 PBL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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