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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基于三“微”框架下体验式教学对骨科临床医学生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的影响。方

法 选择2017级(150名)、2018级(150名)齐齐哈尔医学院骨科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2017级

实习生(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2018级实习生(试验组)采用基于三“微”框架下体验式教学,比较两组考试

测评结果、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对骨科教学的满意度等。结果 两组理论基础考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试验组实操能力、综合分析与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教学前,
两组各项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教学后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力得

分均升高,且试验组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且试验组学生对骨科教学

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骨科教学中,基于三“微”框架下体验式

教学可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改善实习生的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提高其对骨科教学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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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习阶段学生将从课堂学习过渡到临床工

作,是培养临床思维能力的关键环节。临床教学医院

要提高临床教学质量,就要使医学生在此关键阶段养

成良好的医学思维方式,掌握扎实的临床技能[1-2]。
骨科是临床外科实习的重点科室,目前骨科临床教学

存在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不足,传统教学方法与医学

的发展脱节等教学问题[3-4]。本科创新性地提出基于

三“微”框架下体验式教学模式,该模式以微课堂理论

教学、微信平台教学和微临床床旁教学为主导,形成

了一套既能满足时代发展,又能适应现代医学环境的

教学方式,有效解决临床实践教学弊端,提高骨科临

床实践教学效果。但现阶段对于基于三“微”框架下

体验式教学对骨科临床医学生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

依然需要进一步探究。鉴于此,本文选择300名骨科

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择2017级(150名)、2018级

(150名)齐齐哈尔医学院骨科临床医学专业实习生为

研究对象,2017级实习生(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

法,2018级实习生(试验组)采用基于三“微”框架下体

验式教学。纳入标准:(1)均为全日制骨科专业实习

生;(2)可以配合各项实验和教学。排除标准:(1)中
途退学学生;(2)请假不在场学生。对照组中男82
例,女68例;年龄19~23例,平均(21.38±1.75)岁。
试验组中男83例,女67例;年龄19~24例,平均

(21.15±1.61)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对照组予以传统教学方法,按照

教学大纲进行临床授课,带教教师利用教具、多媒体

课件等向实习生介绍骨科基础理论知识,随后,带领

实习生在门诊、病房观察骨科病症诊疗过程,指导学

生总结归纳患者的特点,系统掌握骨科知识。试验组

采用基于三“微”框架下体验式教学,在骨科教学中,
新增了微信平台与实操部分,具体分为3个阶段,分
别是课前、课中与课后,采用的是同一种教学大纲,并
由同一位教师来进行讲授。(1)课前教学点:学生要

以在微信平台上公布的内容为基础,先进行预习,对
所学的骨科疾病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并将有疑问的地

方标记出来,然后将这些问题带到课中重点学习。
(2)课中学习点:根据课前出现的问题,进行分组讨

论,教师回答同学们的疑问,并对学生所忽视的地方

进行补足;结合真实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课程完成时,教师将授课内容、实际案例等以微信

形式发送给学生,以方便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复习;(3)
课后学习点:课后学习点是微临床实践,在教师的指

导下,走进临床,参加询问病史、进行实际操作、专业

骨科体格检查等,并与所学的理论相联系,对比与实

际操作的差异,并分析其成因,最终掌握所学骨科知

识。本环节要根据学生特点,制定针对性强的体验式

实践教学,挑选病情较为典型并且配合度高的患者,
在带教教师的督导下进行临床操作,对患者进行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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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体格检查、病例分析,并最终确定诊断和治疗

方案。

1.2.2 观察指标 (1)考试测评结果分析:对两组实

习生进行骨科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考核,包括实验技

能考试部分成绩与笔试部分成绩,共计100分。其中

笔试部分成绩共记80分,主要包括综合分析题成绩

32分与理论基础题成绩48分,而实操能力考试成绩

共记20分。(2)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采用本院自制的

问卷调查表评估两组教学前、教学后3个月的自主学

习能力,评价项目包括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

力等,使用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0~4分,得分越

高,自主学习能力越强。(3)学生对骨科教学的满意

度分析:采用本院自制的问卷调查表评估学生对骨科

教学的满意度,满意度=十分满意率+满意率。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考试测评结果分析 两组理论基础考试结

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实操能

力、综合分析与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考试测评结果分析(x±s,分)

组别 n 理论基础 实操能力 综合分析 总成绩

试验组 15039.42±3.6017.62±2.3827.36±2.6084.62±7.28

对照组 15038.85±3.5913.67±2.2922.60±2.3573.67±6.19

t - 0.694 5.551 4.185 3.997

P - 0.490 0.001 0.001 0.001

  注:-表示无此项。

2.2 两组自主学习能力分析 教学前,两组各项自

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教学后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均升

高,且试验组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力得分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2.3 两组学生对骨科教学的满意度分析 试验组学

生对骨科教学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两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n
信息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学习合作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试验组 150 1.56±0.28 3.39±0.57a 1.39±0.29 3.27±0.61a 1.35±0.25 3.21±0.65a

对照组 150 1.64±0.51 2.64±0.57a 1.45±0.20 2.48±0.40a 1.37±0.28 2.50±0.43a

t - 0.891 6.030 1.104 7.019 0.078 5.904

P - 0.376 <0.001 0.273 0.004 0.938 <0.001

  注:-表示无此项;与教学前比较,aP<0.05。

表3  两组学生对骨科教学的满意度分析[n(%)]

组别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150 80(53.33) 64(42.67) 6(4.00) 144(96.00)a

对照组 150 75(50.00) 60(40.00) 15(10.00) 135(9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128,aP=0.042。

3 讨  论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把医学理论知识和实操能力

结合起来的关键阶段,对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与

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骨科是临床医学

学习的重点学科,具有内容多、专科检查复杂、涉及面

广、概念抽象与专业性强等特点[6-7]。因此,在短短几

个星期的实习期间,很难让实习生对骨科基本疾病的

诊治熟悉与掌握[8-9]。所以改善骨科临床教学质量,
更好地培养实习生的临床思维和创造力,这对提高实

习生的综合素质,推进教学质量改革有很大的帮

助[10-11]。目前,传统教学方法普遍以线下理论课程为

主,临床实操为辅,学生实际接触临床机会有限。且

临床实践教学资源相对紧缺,难以满足学生临床实践

操作 需 要,采 取 传 统 教 学 方 法 很 难 达 到 教 学 目

的[12-13]。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在线教育前所未有

地流行起来以来,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教

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与学习不延期”的要求,使得

“网络+”在骨科教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我
国各大院校逐步开展远程网络教学,网络教学从根本

上改变了教学模式与教育理念[14-15]。基于三“微”框
架下体验式教学模式以微信平台教学、微临床床旁教

学和微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导,通过临床实践教学将多

个基础学科及部分临床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进行融

会贯通,从而达到培养医学生进行临床思维、临床技

能和实际临床工作能力的目的[16-17]。本研究发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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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理论基础考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实操能力、综合分析与总成绩均高于对

照组(P<0.05),提示基于三“微”框架下体验式教学

有利于改善骨科临床医学生实操能力,提高考试测评

成绩。两组教学后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力得

分均升高,且试验组信息、学习合作与自我管理能力

得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学生对骨科教学的满意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基于三“微”框架下体验

式教学可改善实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提高其对骨

科教学的满意度。分析其原因可能为:基于三“微”框
架下体验式教学可综合考虑教师、学生条件与学习内

容等方面,整合课堂面授教学和网络学习优势,运用

于线上教学中。在信息化及常态化防疫的新时代,有
助于提供、分析与保存大量学习资料,为学生提供了

多种个体化的学习规律与模式,可改善实习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有效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生对骨科教学

的满意度[18]。
综上所述,在骨科教学中,基于三“微”框架下体

验式教学可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改善实习生

的理论基础与实操能力,提高其对骨科教学的满意

度,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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