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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多所卫生院校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其中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教学模式，受到广泛的关注。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教学模式，是将关系密切的基础

理论与临床知识相结合，将生理、解剖、病理等基础课程，与临

床的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进行拆分整

理，形成高效合理的课程，一般按照系统划分为呼吸、循环、消

化、泌尿生殖、血液、神经、内分泌及代谢等八大系统［１］。全部

知识体系整合后，授课内容进一步深化，使学生不仅仅理解外

在表现，更能形象具体的与相关内在改变相联系。通过了解正

常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进而理解病理情况的改变及对机体

的影响，从而将疾病的症状体征、实验室异常等与病理生理变

化相印证，使学生不只是单纯的记忆其临床特征，更能掌握发

生机制，进而理解相同疾病在个体上表现的差异，更能适应临

床工作需求。系统化的教学模式的改革，更有利于高职高专医

学生的职业教育，使医学生进入临床后能迅速完成由学生到医

师的转化，有利于培养实用性临床医学人才［２］。

但在多所院校的实践过程中，发现系统化教学模式存在着

一些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中就包括对教学方法的新要

求［３］。在“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下，主要通过对传统的理

论讲解进行教学，但是这种教学方法无法表现系统化教学模式

的特点，尤其在常见疾病的讲解中，不能突出疾病的重要地位，

不能将病因、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诊疗有机结合，削弱了系统

化教学方法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寻找更适应系统

化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在血液系统教学中采取了多种教学模

式，以探寻能更好适应“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教学模式

的教学方法［４］。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１个自然学期作为研究周期，对２０１３级临

床医学专业教改班（试验组）进行研究，以２０１２级临床医学专

业教改班为对照组，两组均按“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授课，授课内容为《血液系统疾病诊疗技术》。２０１２级教改班

学生高考平均分为（３９４．１８±７．５）分，共５０人，男生２５人，占

５０％，女生２５人，占５０％，年龄为（１９．３４±１．１）岁。２０１３级教

改班学生高考平均分为（３９９．１５±３．６）分，共５０人，男生２４

人，占４８％，女生２６人，占５２％，年龄为（１９．２３±０．９）岁，两班

高考成绩、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的理论教学和临床见习，试验组

采取多种教学模式。

１．２．１　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按照传统理论授课方法，进

行全部血液系统疾病课程的讲授。传统理论教学，就是采用

“教师讲课，学生倾听”，这种以教师为主体的授课方式，能够体

现理论的完整性，但不利于学生参与教学。

１．２．２　试验组教学方法

１．２．２．１　传统授课方法　血液系统基础部分，如血液的组成、

功能等，主要采用传统理论教学。

１．２．２．２　案例教学方法　在血液系统常见的临床疾病部分，

采取临床经典案例教学，在授课前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复习

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分析病例，认知自学，查阅资料，从书本

中探索病例所体现的知识点，并尝试进行初步诊断，分析疾病

发展进程及转归方向，给出疾病的治疗方案［５］。

１．２．２．３　ＰＢＬ教学法　ＰＢＬ教学法是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

学生不断地进行讨论研究，可以查询相关的书籍、文献，并对查

阅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教

学过程中，将学生分成小组，授课前布置与授课内容相关的问

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主要适用于血液系统常见疾病的

教学［６］。

１．３　考核成绩　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级临床医学专业教改班的学生

进行考核，采用相同的试卷进行闭卷考试，满分１００分，Ａ１型

题２０分，Ａ２型题２０分，Ａ３、Ａ４型题３０分，Ｂ型题１０分，案例

分数为２０分，均在第３学期末进行考核。

１．４　问卷调查　根据课题实施情况和研究目的，采取基本资

料、行为资料、态度资料的类别和内容排列问题，以封闭式问卷

提问，提供假定的被试行为和态度备选，主要为单选形式，问卷

统一收发、匿名回答。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考试成绩　在课程结束后，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用相同试

卷进行考核。试验组学生考试成绩及案例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试验组考试平均分为（７２．４４±１２．７１）分，案例平均分为

（１７．２±２．３）分，对照组平均分为（６８．６０±９．４３）分，案例平均

分为（１４．６±３．７）分，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

图１。

２．２　问卷调查结果　在课程全部结束后，随机选择时间组织

问卷调查，发放问卷９２份，收回有效问卷８８份，回收率

９５．７％。回收问卷中，试验组为４５份，对照组为４３份。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在“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下，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更

容易理解教学内容，对知识点的掌握更牢固、更灵活。传统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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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项目
试验组［狀＝４５，狀（％）］

不明显 一般 较大 显示

对照组［狀＝４３，狀（％）］

不明显 一般 较大 显示
χ
２ 犘

提高学习兴趣 ６（１３．３３） １９（４２．２２） １１（２４．４４） ９（２０．００） １３（３０．２３） ２５（５８．１４） ３（６．９８） ２（４．６５） １２．３８ ０．００６２

提高自学能力 ３（６．６７） １７（３７．７８） １１（２４．４４）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５（３４．８８） ２３（５３．４９） ４（９．３０） １（２．３３） ２３．４０ ＜０．０１

对重点、难点理解的帮助 ５（１１．１１） １７（３７．７８） １２（２６．６７） １１（２４．４４） ９（２０．９３） ２４（５５．８１） ７（１６．２８） ３（６．９８） ８．１８ ０．０４２４

促进与老师的交流 １（２．２２） １３（２８．８９） １６（３５．５６） １５（３３．３３） ９（２０．９３） ２７（６２．７９） ４（９．３０） ３（６．９８） ２６．４７ ＜０．０１

促进与同学的交流 ５（１１．１１） １５（３３．３３）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１（２４．４４） ８（１８．６０） ２５（５８．１４） ８（１８．６０） ２（４．６５） １１．０２ ０．０１１６

提高与患者的交流能力 ７（１５．５６）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０（２２．２２） １６（３７．２１） ２０（４６．５１） ６（１３．９５） １（２．３３） １５．１１ ０．００１７

提高病情介绍能力 ２（４．４４） ６（１３．３３） ２４（５３．３３） １３（２８．８９） ８（１８．６０） ２２（５１．１６）１２（２７．９１） １（２．３３） ２７．００ ＜０．０１

对培养临床思维的帮助 ４（８．８９） １６（３５．５６）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１（２４．４４） １０（２３．２６） ２１（４８．８４）１０（２３．２６） ２（４．６５） １０．１０ ０．０１７７

提高文献检索的能力 １０（２２．２２） １０（２２．２２） １５（３３．３３） １０（２２．２２） １６（３７．２１） ２０（４６．５１） ５（１１．６３） ２（４．６５） １５．０１ ０．００１８

提高了学习效果 ２（４．４４） ８（１７．７８） １５（３３．３３） ２０（４４．４４） １１（２５．５８） ２３（５３．４９） ８（１８．６０） １（２．３３） ３２．７８ ＜０．０１

掌握知识点更牢固更灵活 ３（６．６７） １６（３５．５６） １６（３５．５６） １０（２２．２２） １１（２５．５８） ２１（４８．８４）１０（２３．２６） １（２．３３） １３．９６ ０．００３０

更好的结合理论与临床 ２（４．４４） ８（１７．７８） ２５（５５．５６） １０（２２．２２） ８（１８．６０） ２１（４８．８４）１１（２５．５８） ３（６．９８） １８．６１ ０．０００３

加强团队合作精神 ４（８．８９） １２（２６．６７） ２０（４４．４４） ９（２０．００） １１（２５．５８） １８（４１．８６）１０（２３．２６） ４（９．３０） ９．６８ ０．０２１５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３（６．６７） １１（２４．４４）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７（３７．７８） １０（２３．２６） １８（４１．８６）１２（２７．９１） ３（６．９８） １５．８５ ０．００１２

加强对临床的适应性 ０（０） ９（２０．００） ２２（４８．８９） １４（３１．１１） ７（１６．２８） ２３（５３．４９）１２（２７．９１） １（２．３３） ２７．３０ ＜０．０１

喜欢并推荐这种学习形式 １（２．２２） １１（２４．４４） １９（４２．２２） １４（３１．１１） １１（２５．５８） １９（４４．１９）１１（２５．５８） ２（４．６５） ２１．５７ ＜０．０１

课方法有利于学生记忆基本概念、数值、形态学特点等。通过

案例式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检索文献

及自学能力的提升，加深对重点难点的掌握，同时使学生能主

动与老师、其他同学进行讨论交流。ＰＢＬ教学法有利于提高

学生与患者交流、介绍病情的能力，更好的结合理论与临床，加

强团队合作精神，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使

学生建立临床思维模式，增加了他们对临床的适应性，学生表

示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推荐为常规教学方法，见表１。

图１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３　讨　　论

我国多所医学院校已经开展对“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系

统化教学模式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绩［７］。但具体教学中也遇

到了许多问题，为了寻找更适合系统化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法，

不同学院的教师进行了许多探索，但他们往往只强调了某一种

教学方法。而作者认为在教学中，不同的教学内容应采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这样有针对性的教学，才能使学生更深入理解掌

握相关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解决临床问

题的能力［８］。

血液系统疾病与其他系统疾病有很大的区别，有其独特的

特点，主要在于：（１）血液的主要功能包括运输氧和营养物质，

携带代谢产物，与全身各组织器官密切接触，因此很多其他系

统的疾病也可以表现为血液的异常；（２）血液在全身循环流动，

使其临床症状和体征缺乏特异性，其表现出现在全身而没有限

于局部；（３）血液系统和其他系统密切关联，在临床进行病情分

析时，要从整体进行考虑，这就要求对其他系统疾病也应有很

好的掌握、理解；（４）在血液病的诊疗中，实验室检查是必不可

少的，不同的疾病要求进行不同的检查，而且血液系统的检查

种类繁多，这为掌握血液疾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学生

对血液病知识的理解有一定难度，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综合运用

书本知识、文献资料、临床经验，才能为临床实习打下更好的基

础，这就要求教师采取更适当的、更能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学

方法［９］。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教学

模式使得原有内容重新整合，完全打乱了教学顺序，适应了教

学需要，同时使学生早接触临床知识［１０］。在教学中应因材施

教，因内容施教，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适当的选择传统讲授法、

案例教学和ＰＢＬ教学，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模式，使学生容易掌

握疾病的基础、发生发展及转归，系统性强，学习过程与临床疾

病发病过程相似，学生思考问题时，从临床表现考虑到出现这

些表现的病理生理机制及组织生理学基础，又从发病机制分析

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法，这样临床基础临床的思考方式，构建

了相应的知识体系和经验。同时在疾病的授课中，采用案例教

学、ＰＢＬ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将学习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学

生，使学生参与教学，敦促学生查阅资料，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培养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在与老师、其他同学讨论过程中，提

升了交流沟通的能力，使学生勇于表达，形成了团队的概念，加

强合作精神，并有利于培养较强的职业观。在教学中，教师简

要的提炼和概况，使学生构建的知识更系统、更清晰［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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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学生由于要在３年内掌握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适

应临床工作，因此更注重对临床工作能力的培养。在“以器官

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教学中，教学内容既包括基本概念、正常

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生理值等需要牢记的知识，也包括疾病演

变，发展，并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征，需要采用不同诊疗方式的

内容。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

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记忆，既能记住临床常用数据、正常形态

结构，又能掌握临床知识与技能，同时将基础和临床形成有机

的整体。对于同一案例，不同的学生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观

点和解决方法，相互补充，在加深认识的同时，培养了学生合作

精神。由此可见，在血液系统疾病中恰当的选择教学方法，有

利于学生对血液疾病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实践技能的提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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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透明。要积极吸纳高层次人才，力求文职教员队伍整体素质

迈上新台阶。（３）完善考核与评价机制。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

考评机制是促进文职教员岗位任职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要

提高考评方法针对性，适当借鉴地方和外军先进考评方法，实

现运用自评、互评与上级评价相结合，平时与定期考核相结合

的全方位考评方法，客观公正评价文职教员工作绩效；要全面

设置考评指标，参照“德、能、勤、绩、廉、体”６个方面绩效考评

指标，进一步细化量化，区分学科、专业和层次，设定不同的权

重系数，保证绩效考核科学性和说服力；要抓好考核结果运用，

通过制定配套制度将考评结果与职称评定、工资待遇调整、奖

惩和解（续）聘等工作挂钩，建立良好的政策导向［８］，真正发挥

好绩效考评正向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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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开通微信公众平台

《重庆医学》已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重庆医学》将以微信平台渠道向广大读作者发送终审

会动态报道、各期杂志目录、主编推荐文章、学术会议、《重庆医学》最新资讯等消息。欢迎广大读作者免费订阅。读作者可

以点击手机微信右上角的“＋”，在“添加朋友”中输入微信号“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或在“添加朋友”中的“查找公众号”一栏

输入“重庆医学”，添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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