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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习生是医院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袁他们

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各医院医护水平的高低遥因此袁对

实习生进行有效的教学袁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专业技

能和服务质量遥 目前国内对于医学临床实习生的教

育教学方式的研究相对较少袁临床实习教学方法亦

相对单一袁多为传统的理论教学及简单的演示教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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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多媒体教学袁也不能有效的调动实习生的学

习积极性及提高实习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不能形

成逐渐积累的更全面的病例教学资源, 亦难以让少

见病教学覆盖所有实习生遥 微课是以微视频或音频

为主要的载体袁记录了教师围绕着某个知识点或教

学环节而开展的简短尧完整的教学活动过程遥野微课冶

教学法[1]在实习生培养中的应用袁在国内基本处于

空白状态遥 本研究着眼于临床实习生的教学方法的

革新袁分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和微课结合传统教学

的方法来探讨微课对教学的促进作用袁取得良好效

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 2015 年 9月-2016年 8 月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本科层次针灸尧中西

医结合渊中西冤尧外科尧中医尧骨伤 5个专业的实习生

50名为对照组袁其中男生 23名尧女生 27名袁年龄

20耀24渊21.75依1.03冤岁遥 随机选取 2016年 9月-2017

年 8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本科

层次 5个专业的实习生 50名为实验组袁 其中男生

24名尧女生 26名袁年龄 20耀23渊21.04依0.86冤岁遥两组

学生的性别尧年龄尧专业尧入科理论考核分数比较袁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袁结果见表1遥

所有参与研究的实习生实习周期均为 1月袁采

用单盲实验袁即所有实习生均不知道已参与实验袁所

有参与研究的对象在入科及出科时均进行考试袁成

绩分别记为入科考试成绩和出科考试成绩遥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开始前准备

人员分配院由管床医师担任平时直接带教老师袁

由课题组负责人担任人员分配及研究具体实施遥

考核准备院 由课题研究组成员各自独立出题袁

内容涵盖泌尿系统疾病相关理论知识袁实践操作知

识等遥题目包括理论基础知识题尧临床操作题尧病例

分析题袁构成题库袁注意试题的全面性遥从题库随机

抽取试题袁随机组成 6套标准试题袁每套试题必须

包括理论基础题尧临床操作题及病历分析题遥 再随

机抽取 3套用于研究组开始前实习学生的临床能

力摸底测试袁即入科考试卷曰另外 3套用于研究结束

时对研究效果测试袁即出科考试卷遥

2.2 微课的制作

根据本科层次实习生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安排袁

将我科所有知识点分为院常见病理论及临床处理尧

常见临床操作技能尧重点及难点详解尧罕见病理论

及临床处理等 4大块作为微课内容袁 采用屏幕录

制尧便携视频工具简单拍摄尧专业视频录制教学视

频袁均在研究的第一年度同步录制完成遥

2.3 研究实施

所有实习学生在进科室第一天选取临床能力摸

底测试卷渊入科考试卷冤袁进行摸底考试袁本科室实习

完成时选取研究效果测试卷渊出科考试卷冤进行研究

效果考核遥

传统教学组院除了带教老师临床带教之外袁每周

举行 1次教学查房尧每两周 1次小讲课尧每两周 1次

病例讨论袁采用多媒体幻灯片等教学方式实行教学遥

临床操作采用现场演示教学袁 病历分析题以习题形

式教学遥

微课教学组院在传统教学组基础上增加野微课冶

教学袁教学以野微课冶视频或音频为辅助手段袁结合

临床操作袁采用现场演示教学袁病历分析题以习题

形式教学曰并建立野微课冶教学微信群及 QQ 群袁不

断完善更新袁每周不低于 2 次推送野微课冶教学视

频袁特殊病尧罕见病例即时推送遥

2.4 考核指标

2.4.1 两组实习生出科理论考试成绩 出科理论考

试试卷包括填空题尧选择题尧简答题和病案分析题袁

采用百分制袁考试内容为课堂授课内容袁以考查学生

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分析能力袁进行组间比较袁并与

入科成绩前后比较遥

2.4.2 两组实习生临床技能操作能力考试 临床技

能操作能力考试内容包括泌尿外科基本操作院导尿

术尧换药尧肛门指检尧膀胱镜检尧膀胱灌注等袁所有操

作考核项目均由本科室副高以上医师担任评委袁

采用百分制袁将各项评价指标量化尧打分袁减少统计

误差遥

2.4.3 两组学生临床病例分析能力测试 选取某些

典型病例及疑难病例袁参考每组实习医师发言的精

确性及合理性进行打分评价袁评分标准为 100分袁3

名副高以上医生参与评分袁计算平均得分遥

2.4.4 匿名问卷调查表 问卷调查表内容包括院受

试教学方法是否有利于临床知识点掌握渊知识点掌

表 1 两组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

专业/例

针灸 中西 外科 中医 骨伤

入科成

绩/分

对照组

实验组

23 27 21.75依1.03 8 10 12 11 9

24 26 21.04依0.86 8 11 11 10 10

61.11依6.73

60.72依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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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冤尧受试教学方法是否有利于理论知识临床实践应

用渊临床实践冤尧受试教学方法是否有利于临床诊疗

逻辑思维培养渊逻辑思维冤尧受试教学方法是否有利

于提高学习趣味性渊学习趣味性冤尧受试教学方法是

否有利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渊自主学习冤等 5项袁

将各项评价指标量化尧打分袁每项满分 10分袁参与评

分人均为科室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遥 评分结果进行

组间比较袁以评价效果遥

2.5 研究数据处理

统计学方法院采用 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

所有数据均采用野曾依s冶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袁

P约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3 研究结果

3.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实验组出科考试成绩和入科考试成绩比较袁具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曰对照组出科考试成绩和入

科考试成绩比较袁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两组间

出科考试成绩和临床技能操作能力比较袁实验组优

于对照组袁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曰两组间临床病

例分析能力比较袁实验组优于对照组袁具有统计学意

义渊P约0.05冤遥 详见表 2遥

3.2 两组学生通过匿名问卷调查表对教学效果

评价

将两组匿名问卷调查表 5 项内容评分情况进

行组间比较袁显示在有利于临床知识点掌握渊知识

点掌握冤尧有利于理论知识临床实践应用渊临床实

践冤尧有利于临床诊疗逻辑思维培养渊逻辑思维冤尧有

利于提高学习趣味性渊学习趣味性冤尧有利于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培养渊自主学习冤等方面袁实验组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见表 3遥

4 讨论

野微课冶源自英文单词 Micro-lecture袁以野视频冶

为主要载体袁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某个

教学环节或知识点如重点难点而展开的教与学活动

的各种教学资源有机整合[2]遥 微课的核心内容是微

教学视频[3]遥 微课的野微冶有两层内容袁一是时间上的

野微冶化袁二是知识结构的细微化遥时间上的野微冶化是

指一般整个视频的时间5~8 min渊最长不应该超过

10 min冤袁更符合视觉驻留规律和学生的学习特点遥

微课区别于以往各种教学模式的特点院渊1冤野短小冶却

野精悍冶袁微课的文件体积很小袁占内存空间不大袁适

合在大多数设备上流畅播放[4]遥 渊2冤微课的视频制作

非单纯的像纪录片一样去记录某一完整的教学过

程袁而是针对某个教学环节或知识点如重点尧难点而

展开的教与学活动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整合遥渊3冤

半结构化框架袁易于进行动态更新等[5]遥 因而微课是

有别于传统多媒体教学袁 但又基于传统多媒体教学

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遥

微课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袁具有教学准备

充分性及课程可修复性袁从而可保持微课对于重要知

识点更透彻的讲解分析曰对于罕见病种相关临床知

识点的全面具体呈现袁从而更有利于教学过程知识

点全面覆盖遥 微课视频制作过程中袁可选取临床典

型病例的诊疗过程用于教学袁对于理论知识临床实

践更加具体化袁更切合临床诊疗过程袁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及临床诊疗逻辑思维能力袁更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诊疗能力遥微课在制作过程袁

可综合运用视频尧漫画图文尧音像等多种教学手段袁

教学病例及知识点更贴近临床袁 且可随时随地在网

络尧手机学习袁减少课堂教学的枯燥性袁从而增加教

学趣味性袁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袁有效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袁从而提高教学效果遥

泌尿外科学内容涵盖面广袁泌尿外科疾病体系

中主要包括泌尿系以及男性生殖两大板块遥 临床多

见泌尿系结石尧 前列腺疾病尧 泌尿系肿瘤等几大板

块遥 知识点多尧细且分散袁很多基础知识及操作技能

复杂而抽象袁给传统医学教育模式带来了很多困难

与挑战遥微课教学能很好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袁

因而在医学临床实习生教育上具有较强的优势院渊1冤

针对性强 泌尿外科知识较多难点和重点袁微课由

于其完善的准备工作袁可根据教学任务袁有针对性的

形成教学袁让教学更具体尧更全面尧更详尽遥在肾上腺

表 2 两组学生测试成绩比较渊n袁曾依s冤

组别 n

实验组 50

对照组 50

入科理论考试

60.72依5.25

61.11依6.73

出科理论考试

87.42依6.54银银荭荭

72.35依6.73荭

技能操作能力 病例分析能力

88.47依5.64银银 75.32依5.31银

72.75依7.12 67.23依6.51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袁银银P约0.01袁银P约0.05曰与入科理论成绩比较袁荭荭

P约0.01袁荭P约0.05

表 3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评价调查表的比较(n袁曾依s冤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n

50

50

知识点掌握

8.15依0.18*

5.24依0.21

临床实践

8.76依0.23*

5.33依0.32

逻辑思维

9.01依0.22*

6.01依0.14

学习趣味性

9.23依0.41*

5.94依0.33

自主学习

8.97依0.15*

5.10依0.24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袁*P约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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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这一板块袁将知识点浓缩呈微课袁可以直观的讲

述肾上腺的解剖尧肾上腺的具体功能尧肾上腺肿瘤的

治疗方式曰并可以将腹腔镜下肾上腺肿瘤手术剪辑

为微课袁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尧思考尧摸索曰为学生在以

后外科领域腹腔镜手术中打下理论基础遥 渊2冤可重

复性 由于实习安排的特殊要求袁泌尿外科单年度

先后有十余批实习生袁传统教学模式需带教老师重

复教学十余次袁而微课教学一经制作完成可重复使

用, 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临床医师带教的

工作量遥 对于尿潴留疾病患者袁多以老年男性为主袁

患者高龄尧医患双方思维差距尧交流障碍尧病情危急袁

在处理时需迅速快捷袁老师在临床带教上袁不能详细

跟学生交流袁将其做成微课袁就可以详细讲述临床急

症的处理原则尧方式曰附带泌尿外科导尿术尧膀胱造

瘘术尧膀胱镜检查术尧肛门指诊尧前列腺穿刺活检术尧

泌尿系彩超检查等相关操作微课尧激发学生的学习

欲望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袁以后学生自己负责患者袁

不会因病人危急而心慌恐惧遥 渊3冤可积累性 由于

实习学生的流动性及泌尿外科病种覆盖范围广袁少

数少见病例的偶然性袁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教学

的全面覆盖袁而野微课冶教学可不断积累各种病例袁更

加全面的完善教学资源[6]遥 对于泌尿系尧男性生殖发

育异常的患者袁这类疾病发病率极低袁可以把其制作

成微课保留袁 这样每个实习学生都可以观看学习遥

渊4冤灵活性 我国的现状导致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

常需同时备战研究生考试及就业问题袁学习时间相

对有限及不可控袁而野微课冶以小视频模式提供教学袁

可最大限度的调动学习时间袁为实习学生减压的同

时袁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7]遥 有了微课小视频袁将需

要学习的内容记录下来袁学生就能自由控制学习时

间袁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消耗遥 渊5冤可控性 泌尿外科

临床操作项目具体而复杂袁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完美

呈现教学流程袁而微课由于视频为预先制作完成袁可

在制作前更充分的做好教学准备袁在过程中可不断

野从头再来冶以完善教学活动袁制作后可反复修饰教

学活动袁整个教学过程均完全在教学老师可控制下

完成袁可更好的达到教学任务[8]遥 泌尿外科很多操作

都比较精细袁换药尧输尿管镜尧输尿管软镜袁不同年龄

阶段尧性别的导尿袁做成微课袁学生可以反复学习遥

渊6冤趣味性 因泌尿外科尚属外科学一小分支学科袁

实习学生的重视度相对较低袁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袁

而微课因其教学方法新颖袁方式多样且全面袁能极大

提高实习生的学习兴趣遥将泌尿外科手术视频做成

微课袁结合文字更加生动袁相对于单纯的书本袁更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趣味性遥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袁微课在泌尿外科实习

生培养教学中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袁增强了教学效

果袁受到师生的认可[9-10]遥 从本研究发现微课教学能

明显提高实习成绩尧临床操作和病例分析能力袁对于

临床知识点掌握尧理论知识临床实践应用尧临床诊疗

逻辑思维培养有很大帮助袁 增强学习趣味性和自主

学习能力袁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遥且微课教学

日趋成熟袁微课制作简单易行袁具有很好的操控性袁

易于广泛推广应用遥 但制作微课视频时要注意突出

其优势和特色袁 避免将书本的内容原封不动的复制

到视频中[11]遥教师应引导好学生学习袁避免学生在网

络上寻找相关知识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各种网络娱乐

方式的干扰遥

总之袁在泌尿外科实习生培养中袁传统教学模式

的基础上合理应用微课袁 可以更大限度的提高学习

积极性袁有利于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袁提高泌尿外科

实习生培养的教学效果袁值得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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