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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案例的学习(CBL)联合概念图在肾脏病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附属南京浦口区中心医院肾内科临床医学专业的实习医

师46人,分为试验组23人和对照组23人,试验组采用CBL联合概念图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模式教学。分析

比较两组综合成绩考核和教学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的综合成绩考核[(88.78±4.37)分]成绩均优于对照组

[(82.61±5.2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教学满意度考核[(4.52±0.59)分]也优于对照组

[(4.04±0.6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BL联合概念图在临床教学中能够有效提高教学

效果,有利于提高实习医师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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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是每个临床医师进入临床工作的前提,是理

论结合实践的重要阶段。肾脏病学作为临床二级学

科,是内科学的重要部分,然而肾内科病种繁多,病理

生理及发病机制复杂,操作频多,使得学生进入临床

实习阶段,很难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融会贯通。基

于案例的学习(CBL)教学法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以及

提高学生参与度,在既往的教学研究中有较好的教学

效果[1-2]。但是CBL教学又缺乏对知识深层次的理解

和归纳,所以引入了教学后进行概念图的制作。概念

图是由概念、命题、交叉连接和层级结构组成,以便以

直观形象的方式表达知识结构,作为认知工具对有意

义学习有促进作用,提高学生批判思考和解决问题能

力[3]。本研究在肾内科实习医师临床教学中引入

CBL联合概念图的方式教学。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江

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制实

习医师46名为本次研究对象,告知学生教学方式,并
根据学生意愿选择,将其分作两组。对照组中男9
名,女14名;年龄20~22岁,平均(21.56±0.64)岁;
试验组中男10名,女13名;年龄20~23岁,平均

(21.83±0.49)岁。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两组实习医师均按照《江苏省卫

生健康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实习大纲》进行临床

教学。

1.2 教学实施

1.2.1 对照组 带教教师采用传统的多媒体教学,
根据《江苏省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实习大

纲》要求讲授肾内科常见疾病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
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肾盂肾炎、慢性肾

脏病。其余时间跟随带教教师进行为期2周的临床

学习。
 

1.2.2 试验组 带教教师则在此基础上以典型病例

(如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脏病、肾盂肾炎等)为教学模

型进行额外的教学活动,具体形式如下:(1)教学前,
教师根据临床教学典型病例,为实习医师提出问题,
并嘱其对问题进行资料准备与文献检索。(2)教学时

采用临床教学查房模式,在病房床边进行病例汇报,
体格检查及相关辅助检查,并作出诊断及治疗,对于

案例问题进行汇报后,引导学生发言提出病例中存在

诊断及治疗等问题,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临床思维能

力。最后教师梳理并总结,提出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

可取之处。(3)结束床边教学回到教室,教师教授概

念图的概念及绘制过程,再次利用概念图的方式分析

回顾临床病例:最主要的概念居于正中,支持主要诊

断的资料,包括症状、体征、并发症、实验室检查、治疗

位于分配位置。不同的资料根据概念层次进行链接,
并在连线上注明概念之间的关系,使各概念之间的关

系一目了然;并要求学生课后以绘制概念图的方式进

行总结概括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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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肾病综合征的病例举例如下:患者,男,18岁,

60
 

kg,因“双下肢浮肿伴泡沫尿2个月,加重1周”入
院。患者2个月来出现双下肢水肿,伴泡沫尿,无肉

眼血尿,无夜尿增多,无腰酸腰痛,在外院肾穿刺病理

结果微小病变性肾病,予以泼尼松60
 

mg/d口服,定
期门诊随诊。1周来因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无发热,
无胸闷气喘,双下肢浮肿加重,伴有泡沫尿,无肉眼血

尿,遂来院就诊。入院查体:血 压100/60
 

mm
 

Hg
(1

 

mm
 

Hg=0.133
 

kPa),眼睑轻度水肿,双肺听诊呼

吸音粗,双下肺可及少许湿性啰音,心律齐,心脏听诊

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部软,全腹部无压痛及反跳痛,

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呈可凹陷性水肿。辅助检

查:尿液分析,蛋白(+++)、隐血(-);血常规,血红

蛋白125
 

g/L,肾功能,尿素13
 

μmol/L,肌酐72.2
 

μmol/L。
预设问题:(1)应考虑哪些可能的诊断以及诊断

依据?
 

(2)
 

接下来应该完善哪些辅助检查?
 

(3)
 

疾病

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需与哪些疾病相鉴别?
 

(4)
 

治疗

方案及预后如何评估?
在CBL的床边教学后,在病例回顾及知识总结

时引入了概念图帮助其进行总结以及更深入的探讨,
以肾病综合征为例,见图1。

  注:CTX:环磷酰胺,CNI:钙调磷酸酶抑制剂;MMF:吗替麦考酚酯;RTX:利妥昔单抗。

图1  肾病综合征的概念图

1.3 考核方法

1.3.1 综合成绩考核 肾内科实习结束后,实习医

师在肾内科进行
 

2
 

周的实习后进行考核,考核分为基

础理论知识以及病例分析实践两部分(总分100分,
基础理论60分,病例分析实践40分);分别用于评价

学生对基础知识以及临床实践能力的掌握程度,通过

统计分析进一步对比两组的教学效果。

1.3.2 教学问卷调查 采用匿名方式调查,要求学

生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对问卷如实填写。主要从教

学模式满意度、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知识理解启发

思维、逻辑梳理能力、自学拓展能力、归纳建构能力等

方面进行调查问卷(每项评分项目总分5分,满意5
分,比较满意4分,一般3分,不太满意2分,不满意

1分);实习结束由带教教师向学生说明调查问卷目的

和意义,经学生的知晓后自愿参加满意度评分调查,
当场填写并收回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46份,回收

有效问卷46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5.0统计软件就成绩

考核以及教学问卷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综合成绩考核 试验组的理论知识及病例分析

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试验组和对照组组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基础知识 病例分析 总分

试验组 23 53.61±3.28 35.17±2.44 88.78±4.37

对照组 23 51.17±4.50 31.43±2.88 82.61±5.25

t - 2.093 4.739 4.329

P - 0.043 <0.001 <0.001

  注:-表示无此项。

2.2 教学问卷调查 在教学模式满意度、提高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知识理解启发思维、提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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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能力、提高自学拓展能力、提高归纳建构能力方

面,试验组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2。

表2  调查问卷分数比较(x±s,分)

评估项目 n
教学模式

满意度

提高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

提高知识理解

启发思维

提高逻辑

梳理能力

提高自学

拓展能力

提高归纳

建构能力

试验组 23 4.52±0.59 4.39±0.58 4.57±0.59 4.22±0.67 4.35±0.65 4.39±0.66

对照组 23 4.04±0.64 3.61±0.66 3.57±0.73 3.74±0.62 3.48±0.59 3.57±0.51

t - 2.633 4.275 5.120 2.512 4.750 4.777

P - 0.012 <0.001 <0.001 0.016 <0.001 <0.001

  注:-表示无此项。

3 讨  论

  肾内科是临床内科实习教学中的重要部分,但由

于肾脏病学机制复杂,所涉内容繁多,教学方式的选

择对实习生的学习质量有较大影响。传统的临床教

学大多以临床教师为主导,采用传统单向灌输的授课

方式,这样的方式不利调动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
不利于锻炼医学生的临床思维。这种传统“填鸭式”
的教学方法往往会导致医学生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将
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背离,不能无法满足临床实习的教

学目的[3]。
医学临床思维对医学生的成长和职业生涯有重

要作用[4]。CBL教学特点是以真实临床病例为基础,
在临床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从复杂的疾病信息中提

炼出信息关键点,根据临床症状变化,引入潜在的病

理生理机制,通过分析、讨论、再思考,形成一个清晰

的临床思路,最后总结完成对疾病的临床诊断、鉴别

诊断、治疗原则及诊疗方案的认识[5]。
 

通过鼓励引导

学生从基础的理论知识联系到真实临床病例,最终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加深

其对知识的理解,得到临床思维的启发。这是与传统

教学法的显著区别。既往研究中也证实CBL在临床

教学中锻炼学生临床思维及激发其主动学习的兴趣

的优势[6-8]。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发现,由于肾脏病学

病理生理机制的复杂性,在教学中常遇到学生对概念

不清晰,理解层次有偏差,从而导致临床思维混乱的

现象。
本研究中,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概念深层次的理解

与运用,又紧接CBL教学后引入了概念图的教学;概
念图是相关知识概念的分层次体现,实习医生在围绕

案例绘制概念图过程中,需要调动所学知识并梳理整

合知识概念,有利于评判性思维能力培养[9]。在绘制

概念图过程中,通过概念图不仅可展现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而且概念之间的交叉层次,更加体现学生

对知识结构深层次理解及整合过程[10];而国内外多项

教学研究均证实了在依托概念图的教学方法中在医

学教学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11-13];但是有研究表

明,概念图的教学方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

性,但是更适用于有课前预习的学生,对于课前准备

不足和知识储备不够的学生教学效果欠佳[14]。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基础知识及病例分析

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同时试验组在调查问卷中在

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知识理解启发思维,逻辑

梳理能力,自学拓展能力,归纳建构能力和对教学模

式的综合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这与其他

研究学者的结果一致[15-17]。肖慧敏等[18]
 

采用案例教

学联合概念图在老年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该
研究同样采用构建典型案例联合概念图的教学方式,
通过典型案例的讨论和后期引入概念图进行知识梳

理相互结合以典型案例作为专业知识的载体,引入概

念图整合和突破知识难点,研究结果显示该教学模式

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深度,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

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结合在CBL的基础上首先扎

实学生的知识理论储备,然后再引入概念图的方法教

学弥补了由于学生的准备不足所致教学效果欠佳的

现象。同时通过概念图的引入进一步加强了学生课

程中自主参与能力,也锻炼其逻辑梳理,批判性思维

的建立。这说明在CBL联合概念图新的教学模式下

不仅可以保证教学质量,还可以在枯燥的学习中充分

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加学习兴趣和提升学习

积极性。同时通过概念图的绘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更进一步锻炼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由此可见,在CBL教

学的基础上引入概念图的深化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

高教学效果,并且得到学生的认可。
 

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改革和推进,传统教学方法

已经无法满足目前实习的教学要求。所以在教学实

践中不断探索教学新的教学方法并及时调整不断改

进尤为重要;而CBL联合概念图的教学方法在既往

教学报道中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15,18];总结其优点

如下,(1)理论结合实践:该教学方式以临床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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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学生汇报病例内容,教师引出问题提出讨论,
教学中共同参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2)改善学习方

法:在CBL教学后利用概念图的方式深入对知识概

念结构深层次的梳理,授人以渔;(3)教学相长,有助

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该模式教学需要教师不仅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还在课中主导课堂应对学生所提出的

各种问题,课程后期进行概念梳理回顾,都是对临床

教师的考验。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为入选的样本量偏少,可

能会造成统计结果的偏差,拟在今后的工作中与更多

的教学医院共同开展进一步研究验证。
综上所述,CBL联合概念图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

提高实习医师对肾内科实习教学的专科知识水平,新
的教学模式还可以激发实习医师更大的学习兴趣,同
时该教学模式对带教教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加体

现教学相长,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值得在

临床教学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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