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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在局部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

赵摇 志1,官建中1,陈传好2,吴摇 敏1,赖桂华2,代秀松1

[摘要]目的:探讨整合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在局部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在 2016 级临床医学本科班(60 人 /班)
随机选取 4 个班,随机将 4 个班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2 个班 1 组,其中对照组接受传统局部解剖学教学模式,观察组在接

受传统局部解剖学教学的基础上,将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整合到教学计划中进行教学操作,在学期结束后对 2 组学生的标本

学习成绩、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以及认可度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观察组学生两次双向标本辨识测试得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P < 0. 01);观察组各项题型与总分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观察组关于学生能力培养的认可度高于对照

组(P < 0. 05)。 结论:将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整合进局部解剖学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学生探究

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其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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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integrated orthopaedic surgery teaching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regional anatomy

ZHAO Zhi1,GUAN Jian鄄zhong1,CHEN Chuan鄄hao2,WU Min1,LAI Gui鄄hua2,DAI Xiu鄄song1

(1.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
2. Department of Human Anatom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ed orthopaedic surgery teaching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regional anatomy.
Methods:Four classes(60 students each clas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2016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and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wo clas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regional anatomy,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aught with the integrated orthopaedic surgery teaching model on the base of control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the specimen忆s academic performance,final examination paper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of 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xamination score in two tests of bidirectional spesimen differentia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each question score and total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students忆 abilit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integrated orthopaedic surgery teaching model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students忆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cultivate students忆 ability to explore problems,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Key words] medical education;orthopedic surgery;regional anatomy;integration

摇 摇 局部解剖学和骨科手术学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互相交叉融合,彼此间的联系非常紧密[1]。 局

部解剖学主要是对人体各部位的局部形态、位置关

系、层次结构及相邻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实用性较

强。 临床骨科手术的顺利进行既需要局部解剖学的

理论指导,也需要扎实的手术操作技能,学生能够通

经过对局部解剖学的学习,为临床实践打下良好的

科学理论基础。 但目前可供于教学的尸源较为紧

张,学生在课堂中实践机会较少。 因此,如何将局部

解剖学的教学效果提高,探究一种较为科学系统的

教学模式是当前局部解剖学教学需要解决的问

题[2]。 鉴于此,我们在接受传统局部解剖学教学的

基础上,将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整合到教学计划中

进行教学操作,与传统局部解学教学进行对比。 现

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在蚌埠医学院 2016 级临床医学本

科班(60 人 /班)随机选取 4 个班,随机将 4 个班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2 个班 1 组,其中对照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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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观察组接受整合骨科手

术学教学模式。 2 组学生的年龄、性别以及过去的

学习成绩等基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实验人员分组及教学安排摇 对照组接受传

统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及实

践操作进行课堂教学(学时总量为 54,理论学时为

16,实践操作学时为 38,适当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第

二课堂,充实教学内容,弥补原有课时的不足)。 观

察组在接受传统局部解剖学教学的基础上,将骨科

手术学教学模式整合到教学计划中进行教学操

作[3]。
1. 2. 2摇 对照组教学设计方法 摇 (1)知识讲授。 在

进行教学时,教师通过规范、清晰的语言,结合工整

的板书、绘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理解局

部解剖学中的知识点和相关概念[4 - 6];(2)教学案

例。 通过引用局部解剖学中的经典案例,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们进一步掌握所学的知识

点及在临床实践中应用;(3)解剖操作。 解剖实践

操作是局部解剖教学中关键的一环,所以教师应尽

可能协调时间安排每一位同学都能有机会动手实

操。 在解剖实践操作教学前,教师首先应当将本次

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目的、教学过程及方法进行视频

演示,让学生能够在操作前对本次教学的过程、步骤

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解,其次在具体操作时,引导学生

一边操作一边观察,注意人体各不同层次、结构组织

的区别,将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2. 3 摇 观察组教学设计方法 摇 (1)根据局部解剖

学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不同的解剖部位科学合理

地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在原有的验证性实验中适当

增加 5 个创新性实验实践项目,其中包括:手足外伤

清创术、踝关节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关节置换

术、脊柱骨折内固定术、四肢软组织损伤清创缝合

术[7]。 (2)在进行创新性实验的过程中应当着重于

解剖学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并且在实验操作过程

中设置部分与教学相关的问题,要求学生通过资料

查阅,联系实验本身给出解答。 (3)课程考核。 主

要包括知识理论与实验操作两部分,其中实验操作

部分成绩还包含标本辨识考试[8 - 10]。
1. 3摇 教学效果评价摇
1. 3. 1摇 双向标本辨识测试摇 安排 2 组学生在同一

时间进行当堂标本辨识测试,测试采用相同试题

(例如:第一,教师利用止血钳指出需要测试的解剖

结构,学生在答题纸上作答;第二,教师通过口述需

要测试考察的对应结构,学生在尸体上利用止血钳

指出该结构的位置。 该标本测试总题数设置为 15
题,试题分值为 1 分,如学生回答准确,则得 1 分,答
错不扣分;每次测试 5 人参加,抽调 5 名老师担任考

官,一对一进行考察)。 考试完成参与考试的学生

不得与进行考试的学生交流,禁止学生带电子设备

进入考场[11]。
1. 3. 2摇 期末考试摇 期末考试试卷由年级组组长出

题,与任课教师分隔开,实行教考分离。 根据教学大

纲要求命题,题型由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

题以及论述题组成。 考试完毕后,组织同一批教师

进行阅卷,进行成绩统计[12]。
1. 3. 3摇 问卷调查摇 由教师设计问卷调查表发给学

生填写,主要内容为学生对相应教学模式教学效果

认可度的评价,调查内容包括[13]:(1)是否对培养学

生探求新知识的能力有帮助;(2)是否对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帮助;(3)学生对解剖课堂实践

操作是否感兴趣;(4)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的能

力等。 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分析 2 组学生对教学

模式的认可度。 认可度 = (认为好人数 + 认为较好

人数) /总人数 伊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双向标本辨识测试结果比较摇 观察组学

生两次双向标本辨识测试分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双向标本辨识测试分数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第一次 第二次

观察组 120 13. 89 依 1. 28 13. 22 依 1. 25

对照组 120 11. 16 依 1. 07 10. 36 依 1. 13

t — 17. 92 18. 59

P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比较摇 观察组各

项题型与总分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2)。

表 2摇 2 组学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的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单选题 多选题 简答题 总分

观察组 120 42. 53 依 3. 45 5. 78 依 0. 55 33. 71 依 2. 25 79. 51 依 4. 83

对照组 120 34. 35 依 3. 14 4. 61 依 0. 44 28. 26 依 2. 62 68. 83 依 3. 95

t — 19. 21 18. 20 17. 29 18. 75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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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摇 2 组学生对教学模式认可度问卷调查结果比

较摇 观察组关于学生能力培养的认可度高于对照组

(P < 0. 05)(见表 3)。

表 3摇 2 组学生对教学模式认可度问卷调查结果比较[n;百分率(% )]

项目 分组 好 较好 一般 差 认可度 / %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观察组 74(61. 67) 38(31. 67) 5(4. 17) 3(2. 50) 112(93. 33)

对照组 14(11. 67) 20(16. 67) 65(54. 17) 21(17. 50) 33(27. 50)

字2 139. 96 13. 90 143. 26 23. 46 219. 31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观察组 77(64. 17) 34(28. 33) 7(5. 83) 2(1. 67) 110(91. 67)

对照组 10(8. 33) 18(15. 00) 74(61. 67) 18(15. 00) 28(23. 17)

字2 161. 99 12. 33 168. 85 22. 43 230. 85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培养学生探求新知识的能力 观察组 53(44. 17) 57(47. 50) 8(6. 67) 2(1. 67) 110(91. 67)

对照组 17(14. 17) 39(32. 50) 59(49. 17) 5(4. 17) 56(46. 67)

字2 52. 57 11. 31 103. 35 3. 87 112. 4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学生对实践操作的兴趣程度 观察组 78(65. 00) 38(31. 37) 4(3. 33) 0 115(95. 83)

对照组 9(7. 50) 26(21. 67) 76(63. 33) 9(7. 5) 35(29. 17)

字2 173. 91 6. 18 189. 41 20. 18 232. 91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观察组 76(63. 33) 36(30. 00) 6(5. 00) 2(1. 67) 223(93. 69)

对照组 8(6. 67) 20(16. 67) 85(70. 83) 7(5. 83) 28(23. 33)

字2 171. 49 14. 04 217. 36 10. 84 249. 29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仅在系统解剖学及

临床课程之间安排局部解剖学课程。 传统的局部解

剖学教学模式较为机械,即教师围绕课本的内容先

传授理论知识、操作步骤及操作注意事项,然后学生

再根据老师的讲解进行实践操作,缺乏学生自身的

思考,仅仅是在教师的思维模式及课本的框架内进

行被动地学习,导致学生对于尸体实践操作缺乏兴

趣,对知识点掌握不牢固,对知识的记忆效果也不理

想。 同时,由于学生在学习阶段并不清楚当前尸体

实践操作对于今后从医临床应用的价值,不利于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探求新知识的能力以及灵

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故传统局部解剖学教学模式面

临着诸多问题[14 - 15]。
针对上述传统局部解剖学教学模式的不足,并

根据本校实际教学情况,我校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

研室尝试将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引入局部解剖学的

教学中,探讨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 本研究结果显

示,无论是双向标本辨识测试结果,期末考试卷面成

绩,还是学生对教学模式的认可度,观察组学生均高

于对照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将骨科手术学教学模式整

合进局部解剖学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培养学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提高其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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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 联合桌面推演式教学在重症医学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汪华学,路摇 坤,邓晰明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案例教学法(case鄄based learning,CBL)联合桌面推演式教学在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选取轮转到重症医学科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30 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15 人,比较 2 组出科考核成绩。 结果:大部分同学认可 CBL 联合桌面推演式教学,观察组认为增加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能

力、建立临床思维、提高病例分析能力、增强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数比例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观察组出科当日临床技

能操作考核通过率和理论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CBL 联合桌面推演式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教学和学习效

果,值得在临床教学实践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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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CBL combined with desktop deduced teaching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 physicians i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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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ase鄄based learning(CBL) combined with desktop deduced teaching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 physicians in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Methods:Thirty postgraduates with clinical medical degree were
trained with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in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15 case in each group).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Most of the
students agreed to the CBL combined with desktop deduced teaching.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who thought that
the teaching could increase the learning interest,enhance learning ability,establish clinical thinking,improve case analysis ability and
enhance independent solving problem ability,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The passing rate of clinical skill
operation examination and average score of theory examina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CBL combined with desktop deduced teach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s,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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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重症病人病情复杂,疾病往往同时涉及人体多

个系统,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冶)
中的难点和重点。 如何在 1 ~ 2 个月的住培期间让

住院医师熟悉抢救重症病人的基本技能,提高对重

症病人病情的正确识别及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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