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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改良的四段式教学模式在验光学教学过程中的
应用效果ꎮ
方法:选择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９－０６ 在我院眼视光学专业 ２０１６
级 １０９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以验光学期中考试成绩作为
基线成绩参考ꎬ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ꎬ试验组采用
改良的四段式教学模式ꎮ 比较两组学生期末验光结业考
试的成绩ꎬ学生对验光课程教学的满意度以及自我能力
评价ꎮ
结果:对照组三项期末成绩(验光基础理论知识、实验操
作技能和临床案例分析) 与基线成绩相比无差异 (Ｐ >
０ ０５)ꎻ试验组三项期末成绩与基线成绩相比均有显著提
升(Ｐ<０ ０５)ꎻ两组学生期末成绩相比有差异(Ｐ<０ ０５)ꎮ
试验组学生对验光课教学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以及评价
自我能力提高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ꎮ
结论:四段式教学能有效提高眼视光学专业学生验光学教
学的效果ꎬ能使学生更快更有效地适应临床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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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四段式教学是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

教学模式(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教学方法结合起
来的教学方法ꎮ 具体教学中分四步进行教学[１]:第一步由
教师“抱着走”:讲授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ꎻ第二步由
教师“扶着走”: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设计综合性实验ꎻ第三
步由学生“自己走”:自行探索设计实验和问题ꎻ第四步由
学生将解决“如何用”问题: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应用到实
际工作中去发现问题ꎬ并分析和处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ꎮ
四段式教学的精髓在于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师单纯的向学
生传授知识ꎬ学生被动学习ꎮ 体现了问题的导向作用ꎬ学
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ꎬ更好地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能力ꎬ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并分析处理临床具体问
题的能力[２－３]ꎮ 但目前国内各大医学院校的医学课程中
对四段式教学的研究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ꎬ在眼视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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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学生基础理论知识、实验操作技能与临床案例分析成绩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人数
基础理论知识

基线成绩 期末成绩

实验操作技能

基线成绩 期末成绩

临床案例分析

基线成绩 期末成绩

试验组 ５５ ７４ ３±１０ ４ ８７ ７±９ ４ ７５ ３±１２ ４ ８９ ３±８ ９ ６９ ２±６ ９ ８４ ７±１１ ６
对照组 ５４ ７５ ３±９ ９ ７６ ３±９ ８ ７４ ６±１３ １ ７６ ５±９ ３ ６８ ４±７ ４ ７０ １±７ ５

　 　 　 　 　 　 　
ｔ ０ ５１４０ ６ １９８５ ０ ２８６６ ７ ３４２１ ０ ５８３９ ７ ７８７６
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注: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ꎻ试验组:采用改良的四段式教学模式ꎮ

专业课程中应用四段式教学的研究相对较少ꎬ尤其是对于

实践性、专业性较强的验光学仍然处于空白ꎮ 眼视光学专

业学生在校期间课程多、时间紧、任务重ꎮ 毕业进入临床

后发现适应时间久ꎬ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较差ꎮ 因此ꎬ在
校期间学生除了应该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外ꎬ同
时应用四段式教学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并分析处理临床

问题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ꎮ 本研究以我院 ２０１６ 级眼

视光学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探讨四段式教学法在验

光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ꎬ现报告研究结果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９－０６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

院 ２０１６ 级眼视光学专业的 １０９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根
据学生在入学的班级 １０１６０１－２ 班 ５４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ꎬ
其中男 １９ 人ꎬ女 ３５ 人ꎬ平均年龄 ２１ ５６±１ ４５ 岁ꎻ１０１６０３－
４ 班 ５５ 名学生作为试验组ꎬ其中男 １９ 人ꎬ女 ３６ 人ꎬ平均年

龄 ２１ ４８±１ ６７ 岁ꎻ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方面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学校及学生对研究方法及内

容均知情同意ꎮ 讲授课程为«验光学»ꎬ均为同一位讲师

授课ꎮ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ꎬ试验组采用改良的四

段式教学模式ꎮ 以«验光学»课程期中考试成绩为基线成

绩ꎬ两组学生基线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
见表 １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

学方式ꎬ重点讲解教学大纲中要求的验光的基础理论知

识ꎻ针对不同屈光不正验光具体操作的要点ꎻ验光仪器的

规范使用ꎻ不同屈光不正处方的原则ꎮ 学生在获取理论知

识后按照规范操作和课本案例进行反复实验操作练习ꎬ最
后进行具体临床案例的检查和诊治ꎮ 试验组采用四段式

教学法ꎬ第一步同对照组由教师传授理论知识和操作规

范ꎬ第二步学生根据教师的要求和指导设计一种屈光不正

状态ꎬ然后考虑如何验光和给出处方ꎻ第三步完全学生自

行考虑和设计屈光不正的病例ꎬ设计好后两位学生为一

组ꎬ相互给对方进行验光检查ꎻ第四步ꎬ选取临床中具体存

在的屈光不正案例ꎬ学生自行验光检查ꎬ给予配镜处方和

建议ꎮ 在两组的教学中都引导和强调学生注重对患者的

人文关怀ꎮ
１ ２ ２考核方式　 在完成我院规定的教学任务后ꎬ两组学

生在学期末均进行验光学理论知识考核、操作实验考核和

临床案例分析考核ꎮ 另外对两组学生进行对验光课程教

学的满意度以及自我能力评价的调查问卷ꎮ 满意度调查

为学生对自己在验光课教学过程中的收获进行评价ꎬ分为

表 ２　 两组学生对验光课教学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比较

(名ꎬ％)

组别 人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试验组 ５５ ２１(３８) ２３(４２) ８(１５) ３(５)
对照组 ５４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９) １７(３１) ５(９)

注: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ꎻ试验组:采用改良的四段式教

学模式ꎮ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ꎮ 自我评价为学生从

主动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团队沟通合作的能力、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评价自己是否有进步和提高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ꎬ分别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独立样本 ｔ 检验、χ２ 检验、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两组学生期末成绩与基线成绩比较　 以两组学生的

期中考试成绩作为基线成绩ꎮ 三项基线成绩(基础理论

知识、实验操作技能和临床案例分析)比较ꎬ两组学生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 ０５)ꎮ 对照组学生期末三项成

绩与期中基线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ｔ＝ ０ ５２７５、
０ ８６９１、１ １８５７ꎬ均 Ｐ>０ ０５)ꎮ 试验组学生期末三项成绩

显著提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７ ０８９０、 ６ ８０２４、
８ ５１６８ꎬ均 Ｐ<０ ０５)ꎮ 两组学生三项期末成绩比较ꎬ试验

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 ０５)ꎬ见
表 １ꎮ
２ ２两组学生对验光课教学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调查比

较　 试验组学生的满意度百分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２ １３ꎬ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２ꎮ
２ ３两组学生的自我能力评价方面比较　 试验组学生在

自我评价中主动学习的能力、团队沟通合作的能力、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提高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３讨论

验光学是眼视光学专业的核心课程ꎬ在课程体系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ꎬ课程特点为实践性较强[４－５]ꎮ 要求学生在

掌握扎实理论知识的基础后能够去解决临床不同的屈光

不正情况ꎬ分析检查给出正确的处方和治疗建议ꎮ 因此针

对验光学的专业特点ꎬ在规定的教学时段内如何使学生掌

握基本的理论知识ꎬ如何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积极

性ꎬ如何培养学生对临床千变万化的屈光问题分析和解决

的能力ꎬ如何改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是眼视光教育工

作者需要攻克的课题ꎮ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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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两组学生的自我能力评价比较 (名ꎬ％)

组别 人数 主动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效率 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试验组 ５５ ４５(８２) ４０(７３) ４７(８５) ４６(８４)
对照组 ５４ ３５(６５) ３８(７０) ３７(６９) ３５(６５)

　 　 　 　 　 　 　 　 　 　 　 　
χ２ ４ ０３４ ０ ０７４ ４ ４２２ ５ ０５７
Ｐ ０ ０４５ ０ ７８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５

注: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ꎻ试验组:采用改良的四段式教学模式ꎮ

　 　 传统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了解完整的知识体系ꎬ但由

于依赖老师的讲解ꎬ学生被动接受专业知识ꎬ其独立思考

解决问题的能力差ꎬ所学知识与临床脱节[６－７]ꎮ 四段式教

学法在医学教育中已有人进行了实践应用并得到认

可[８－１０]ꎮ 四段式教学法采用四个步骤进行教学ꎬ体现了知

识的系统性ꎬ很好地避免了学生的依赖思想ꎬ培养了学生

创造思维、探索思维和临床思维ꎮ 四段式教学法理念核心

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ꎬ全面培养学生临

床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思维和能力ꎬ另外可以培养学生良好

的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精神[１１]ꎮ 这可以使学生在未来能

更快更好地适应临床工作要求ꎬ有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技

能型适用人才[１２]ꎮ
我国现有对于四段式教学法的效果的评价简单ꎬ评价

标准没有统一的指标[１３]ꎮ 本研究为了更好地评估四段式

教学法在验光学教学中的效果采用了学生考试成绩和主

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ꎬ对在传统教学方法和四段式教学法

的教学效果进行了对比ꎮ 结果显示ꎬ试验组学生的验光学

理论知识考核、操作实验考核和临床案例分析考核得分均

高于对照组ꎬ对验光课程教学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ꎬ试验

组学生与对照组相比在自我能力评价中主动学习、团队合

作、分析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更强、更优秀ꎮ 提示在我们

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增加四段式教学法可以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ꎮ 首先教师系统地传授验光的理论知识和操作规

范ꎬ在此基础上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设计问题、解决问

题、逐渐过渡到自行设计解决问题ꎬ最后独立去解决临床

中的案例ꎮ 整个过程反复强化了学生的理论知识ꎬ又增加

了学生的成就感和兴趣感ꎬ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团
队沟通协作能力、严谨的科研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等方

面的能力ꎮ
由于我国眼视光教育仅有 ３０ａ 的历史ꎬ相比国外眼视

光教学师资资源和眼视光人才较为匮乏ꎬ而四段式教学模

式又要求教师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ꎬ又要有

四段式教学能力ꎮ 此外ꎬ研究发现四段式教学方式占据了

学生课外大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ꎬ 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

担ꎮ 结合我国医学教育体制的特殊性ꎬ四段式教学模式正

处在探索推广阶段ꎬ但具体全方位的实施还需要结合我国

国情进行包括课程改革ꎬ考核改革ꎬ师资培养等多方面的

改革[１４－１５]ꎮ 今后应该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探索ꎬ改良适合

我国国情的四段式教学模式ꎮ 使这一先进的教学模式在

验光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ꎬ进而推广到其它眼视光学课

程的教学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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