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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标准化病人 ( ＳＰ ) 与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

(ＣＢＬ)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应用在眼科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效果ꎮ
方法:于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１９－０７ 选取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病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级专业硕士研究生 ４０ 名为研

究对象ꎬ随机进行分组ꎬ研究组 ２０ 名采取 ＳＰ＋ＣＢＬ 案例式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ꎻ对照组 ２０ 名采取传统课堂带教学习

(ＬＢＬ)教学模式ꎮ 两组教学师资、内容与时间(１２ｍｏ)无

差别ꎬ观察并比较两组学生学习能力、理论知识和临床技

能操作考核成绩ꎬ并针对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进行统计

学分析ꎮ
结果:两组学生入学成绩无明显差异ꎬ教学后研究组学生

学习积极性、记忆效率、临床操作技能及医患沟通能力均

更具优势(Ｐ<０ ０５)ꎬ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操作考核成绩

均优于对照组(８７ ９５±６ ７８ 分 ｖｓ ７８ ９５±６ ２８ 分ꎬ８２ ２０±
４ ５３ 分 ｖｓ ７５ ９５±４ ０５ 分ꎬ均 Ｐ<０ ０５)ꎬ且研究组学生对

实行 ＳＰ＋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模式的评价显著高于实行 ＬＢＬ
教学模式的对照组(Ｐ<０ ０５)ꎮ
结论:ＳＰ 与 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眼科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临床实践教学有显著优势ꎮ
关键词:标准化病人ꎻ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ꎻ教学模式ꎻ眼科学ꎻ
专业硕士研究生ꎻ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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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１ꎻ２１(５):８９５－８９８

０引言
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ꎬ医学教育方式越来越趋向于

多样化ꎬ培养能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要求的医学专业人才是
大势所趋ꎮ 如今就读于各类医学院校的医学生从事临床
工作不仅需要扎实的临床理论知识ꎬ更需要让自己的临床
实践能力得到锻炼以培养其独当一面的能力ꎮ 国家教育
委员会在 １０ 所高等西医院校进行教学评估后指出“当前
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低下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ꎬ
而产生此问题的关键是现行教育体系中缺乏基础理论教
学向临床实践教学的过渡ꎬ使得两者间出现了脱节[１]ꎬ由
此可见探索高效可行的临床医学教育手段势在必行ꎮ

传统眼科学教学采取传统课堂带教学习( ｌｅｃｔｕｒｅ －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ＬＢＬ)模式ꎬ授课沿袭以往“填鸭式”教育模
式ꎬ多以教师为主体进行知识输出ꎬ而学习者往往被动地
接受知识的输入ꎬ长此以往ꎬ极大地突显了该教育方法的
弊端ꎮ 从主观上讲ꎬ其无法调动学习者的能动性ꎬ多数学
习者一天又一天地损耗学习热情ꎬ任由就学兴趣湮灭ꎻ从
客观上讲ꎬ学习氛围日益僵化ꎬ学习者之间缺乏友好有效
的互动ꎬ最终ꎬ便渐渐放弃了主动获取知识与技能的想法ꎮ
随着科技革命的火热进行ꎬ传统医学教育越来越难以追赶
现代医学教育高速发展的步伐ꎮ 传统眼科学运用 ＬＢＬ 的
教学模式ꎬ该教学模式教师全程灌输ꎬ学生一味地接受ꎬ导
致理论脱离实践ꎬ不易形成有效的临床思维[２]ꎮ 本研究借
鉴国内外先进经验ꎬ立足于科室沿袭的教学模式实践基
础ꎬ通过将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模式发展而来的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ＣＢＬ)模式的全新教学模式用于眼科临床实践教
学中ꎬ探究结合标准化病人(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ꎬＳＰ)及
ＣＢＬ 的教学模式是如何使学习者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得
到进一步发挥ꎬ以期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临床教学质量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于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１９－０７ 选取南昌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眼科病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级眼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４０ 名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教育背景相同(统一通
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入学的 ５ 年制临床本科毕业生ꎬ研
究生入学成绩 ３２０~３８０ 分)ꎻ(２)自愿并能坚持参加本研
究ꎬ知晓相关注意事项ꎻ(３)受教于同一科室同一批带教
老师ꎬ使用统一考核及评分标准ꎮ 排除标准:(１)因其他
原因(如心理疾病等)不能参与或完成本研究者ꎻ(２)不能
按照规则完成相关考核者ꎮ 将符合以上条件的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ꎬ研究组 ２０ 名采取 ＳＰ＋ＣＢＬ 案
例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ꎻ对照组 ２０ 名采取 ＬＢＬ 教学模式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建设 ＳＰ相关 ＣＢＬ 病例库　 根据眼科学专业最新
教学大纲并结合国家专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要求建设所
需病例库ꎬ包括眼科常见多发疾病ꎬ如白内障、青光眼、眼
底病变、屈光不正性与眼外伤疾病等ꎮ 纳入病例库的病例
应符合以下标准:患者体征单纯典型即不涉及复杂的并发
症ꎻ实验室检查指标符合疾病转化转归ꎻ新近发现的病种
应及时纳入ꎻ最新认可的检查手段应及时运用ꎻ对一些非
典型病例应适量纳入ꎮ 实践与操作应多与教学者商议ꎬ以
便模拟出最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的教学环境来锻炼学习者
的综合能力ꎮ
１ ２ ２选择 ＳＰ 培训对象 　 以中级或以上职称的医师以
及博士研究生为范围选取ꎮ 入选标准:(１)熟知眼科学各
类常见病与多发病ꎬ理论与实践技能均受专业考核的认
定ꎻ(２)表演展示能力可ꎬ能联系患者的真实反应并展现
出来ꎻ(３)与人交流顺畅ꎬ对学习者的身体触诊等乐于接
受ꎻ(４)能对学习者进行科学培训ꎬ如对学习者的实践操
作给予充足注意力ꎬ在实践结束后能够有效准确地回忆起
学习者的具体表现ꎻ(５)具有弹性的工作时间ꎬ以便根据
临床实际需求进行调整ꎬ顺利开展教学工作ꎮ
１ ２ ３培训 ＳＰ　 (１)对 ＳＰ 强化实践所必备的基础知识ꎬ
说明研究过程所需的各类要求ꎻ(２)对所选病例的基础特
点ꎬ如性别、年龄、病理表现、性格等进行针对性模拟培训ꎻ
(３)以对应的要求培训对病例的扮演ꎬ如相应的症状导致
了怎样的体征ꎬ又有怎样对应的躯体动作或其他反应ꎻ力
求科学逼真ꎬ从陈述方式到实际配合医治的情况等进行相
应融合ꎬ最后演示出来ꎮ
１ ２ ４专业教学 　 教学前ꎬ由 １ 位教师对所有学习者宣
明ꎬ内容包括本次眼科临床实践教学的目的、要求、注意事
项、教学任务等ꎮ 对照组采取 ＬＢＬ 教学模式ꎬ以临床真实
病例为案例库ꎬ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先由教师接诊患者ꎬ再
由教师发现患者阳性病理体征后言传于学生ꎬ据所发现的
患者体征ꎬ教学者再做出系统的讲解与归纳总结ꎬ而学生
则在现场进行观看与听录ꎬ学习内容包括就诊资料采集、
症状评测与讨论、常规病历表述等部分ꎻ研究组采取 ＳＰ＋
ＣＢＬ 案例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ꎬ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对临床
工作的真实环境与情况进行创建与假定ꎬ对患者的就诊资
料进行采纳与收集ꎬ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评测与预估ꎬ同时
参与讨论诊疗计划以及规范的病历书写等ꎬ学习内容在对
照组基础上增加创造与设计临床情境ꎮ 两组研究对象均
施行相同时限(１２ｍｏ)的教学方法ꎬ同组学习者均有相同
的教学内容ꎬ标准一致的考核评分体系ꎬ同一批高水平的
带教者ꎬ不仅具备丰富的眼科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教学
经验ꎬ亦熟知 ＬＢＬ 教学方案及 ＳＰ＋ＣＢＬ 教学方案ꎮ
１ ２ ５教学效果评价　 相同时间段的教学结束后ꎬ统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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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眼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临床实践教学效果评价量表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１ 显著提高了自己对眼科学习的兴趣、热情和积极性

２ 该方法直观生动ꎬ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记忆效率

３ 有效缩短了理论知识和临床问题的距离

４ 有效提高了临床操作技能水平

５ 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６ 提高了医患沟通的技巧

７ 增强了查阅与学习文献的意识

８ 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

９ 促进了教学组长和师生的交流

１０ 有效提高了眼科实践教学质量

表 ２　 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ｘ±ｓ
组别 男 /女(名) 年龄(岁) 入学综合成绩(分)
研究组 ５ / １５ ２４.８５±１.２８ ７７.６５±４.３１
对照组 ５ / １５ ２４.７５±１.１６ ７７.９５±５.０６
　 　 　 　 　 　 　 　 　 　

ｔ ０.１２９ －０.２０２
Ｐ ０.８９８ ０.８４１

注:研究组:采取 ＳＰ ＋ ＣＢＬ 案例教学ꎻ对照组:采取传统 ＬＢＬ
教学ꎮ

表 ３　 两组学生实施教学后学习能力比较 [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分]
组别 学习积极性 记忆效率 临床操作技能 医患沟通能力

研究组 ９０(９０.００ꎬ９０.００) ９０(８６.２５ꎬ９５.００) ８５(８０.００ꎬ８５.００) ８５(８１.２５ꎬ８８.７５)
对照组 ７５(７０.００ꎬ８０.００) ７０(７０.００ꎬ８０.００) ７０(６６.２５ꎬ８０.００) ８０(７０.００ꎬ８０.００)

　 　 　 　 　 　 　
Ｕ －５.１８７ －５.３６０ －４.０５０ －４.０２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研究组:采取 ＳＰ ＋ ＣＢＬ 案例教学ꎻ对照组:采取传统 ＬＢＬ
教学ꎮ

放自制问卷调查表评估两组学生的学习能力ꎬ内容包括学
习积极性、记忆效率ꎬ临床操作技能及医患沟通能力(均
为 １００ 分制)ꎮ 两组学生统一进行相同评委及评分标准的
专业知识(眼科临床技能操作和理论知识)考核ꎬ由 ３ 位
具有高级职称的临床教授对临床技能操作进行评价ꎬ内容
包括眼科常见疾病的检查手段、诊断、处理方法等ꎬ以每项
操作最后得分均值为获得总分(１００ 分制)ꎻ理论知识考核
采取试卷进行知识评价(１００ 分制)ꎬ最后ꎬ以 １∶ １ 的比例
合并两项分数ꎬ统计学习者的综合成绩ꎮ 此外ꎬ统一发放
针对本次临床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量表(表 １)评估临床
实践教学效果ꎬ评估内容包括 １０ 个项目ꎬ以无效、不好说、
一般、有效、非常有效作为评价标准ꎬ分别予以分值 １、２、
３、４、５ 分ꎬ根据所得分数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
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不符合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分]表
示ꎬ两组间比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ꎮ 以 Ｐ<０ ０５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及其入
学时的专业知识(眼科临床技能操作和理论知识)考核的
综合成绩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表 ２)ꎬ具
有可比性ꎮ

表 ４　 两组学生实施教学后学习成绩比较 (ｘ±ｓꎬ分)
组别 临床技能操作 理论知识 综合成绩

研究组 ８２.２０±４.５３ ８７.９５±６.７８ ８５.１８±５.６１
对照组 ７５.９５±４.０５ ７８.９５±６.２８ ７７.４５±５.１３

ｔ ４.６０４ ５.１２６ ４.９７９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研究组:采取 ＳＰ ＋ ＣＢＬ 案例教学ꎻ对照组:采取传统 ＬＢＬ
教学ꎮ

表 ５　 临床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分]
评价项目 研究组(ｎ＝ ２０) 对照组(ｎ＝ ２０) Ｕ Ｐ
１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５５９ <０.０５
２ ５ (４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１２５ <０.０５
３ ５ (４ꎬ５) ３ (３ꎬ３) －４.６８７ <０.０５
４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４.８８７ <０.０５
５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５８９ <０.０５
６ ５ (４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０６８ <０.０５
７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３３５ <０.０５
８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７２４ <０.０５
９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８２９ <０.０５
１０ ５ (５ꎬ５) ３ (３ꎬ３) －５.６８２ <０.０５

总分 ５０ (５０.０ꎬ４７.５) ３０ (３０.０ꎬ３０.０) －５.４４１ <０.０５
注:研究组:采取 ＳＰ ＋ ＣＢＬ 案例教学ꎻ对照组:采取传统 ＬＢＬ
教学ꎮ

２.２ 两组学生实施教学后学习能力比较 　 研究组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记忆效率、临床操作技能及医患沟通能力评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
表 ３ꎮ
２.３ 两组学生实施教学后学习成绩比较 　 研究组学生的
临床技能操作、理论知识及综合成绩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４ꎮ
２.４ 两组学生对临床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研究组
学生对实行 ＳＰ＋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模式的评价显著高于实
行 ＬＢＬ 教学模式的对照组ꎬ两组学生教学效果评价总分
比较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５ꎮ
３讨论

ＳＰ 的概念是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Ｂａｒｒｏｗｓ 教
授最早建立的[３]ꎬ又称模拟病人ꎬ具有被检查者、评估者和
指导者 ３ 种功能[４－６]ꎬ他们通过系统训练ꎬ能够稳定、真实
地复制临床特征及体征的健康人和轻症临床患者[７－８]ꎬ可
有效解决临床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以用于医学生及初级
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和考核[９]ꎬ可填补临床实践教学中真实
病例缺乏ꎬ树立了现代医学教育新的里程碑[１０]ꎮ ＣＢＬ 教
学法源自德国教育家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ａｇｅｎｓｃｈｅｉｎ[１１]ꎬＣＢＬ 和最先
倡导的 ＰＢＬ 法ꎬ是一种适应医学教学需求、全新、以病例
为基础的教学模式ꎬ其核心是“病例为先ꎬ问题为纲ꎬ学生
为主ꎬ教师为辅”的小组讨论式教学[１２－１４]ꎬ具有引发学生
主动思考ꎬ提高学生自主分析能力等特点ꎮ 在医学生的临
床教学中发现 ＳＰ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即
时进行有效的实践练习ꎬ很好地提升了教学效果[１５]ꎬ充分
调动了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与兴趣ꎬ扫除了以往按部就班学
习的被动模式与机械化趋势ꎻ同时ꎬ在对血液科的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中发现ꎬ运用 ＣＢＬ 以学生为主体ꎬ以病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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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ꎬ提出、分析及解决问题为一体的启发教育模式[１６]ꎬ
避免了以往 ＬＢＬ 教育模式使学生强迫性记忆各类知识点
后导致即便当下牢靠ꎬ但随着长短不定的一段时间后ꎬ相
当多的一部分知识最终往往被遗忘的弊端ꎮ

本研究纳入的眼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也从多角度证
实了上述研究结果ꎮ 首先ꎬ将 ＳＰ＋ＣＢＬ 的教学模式运用于
眼科临床实践教学后ꎬ从学习积极性、记忆效率、临床操作
技能及医患沟通能力四个维度评估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均有积极改变ꎬ其中记忆效率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的获益最
为明显ꎮ 分析可能是 ＣＢＬ 提供的完整案例分析给予了学
生一个实际的临床案例ꎬ吸引他们进行科学有序的探究ꎬ
使学习者在该过程中能够提升对疾病的理解ꎬ培养正确的
诊疗思路、敏捷的应变能力、精细的操作能力等一系列解
决实际临床专业问题的能力ꎮ 其次ꎬ从学生教学后的成绩
来看ꎬ该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其临床技能ꎬ也使临床理论
知识学习具有了更高效率ꎬ这种由“会学”到“学会”的积
极转变ꎬ分析可能是该教学模式突显了学习的趣味性ꎬ让
学习者与教导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沟通互动ꎬ调动了学生
对眼科专业难点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ꎬ化被动去学为主
动来学ꎬ这显示了 ＳＰ＋ＣＢＬ 教学模式的独特优势ꎮ 最后ꎬ
研究组学生对所实行的教学模式给出满意度很高的评价ꎮ
分析可能是由于在复杂的临床工作中ꎬ传统的教学模式对
教学时间、地点、人物均有一定的限制ꎬ要满足其所需的各
方面条件来进行教学总是很难ꎮ 相反ꎬ在临床实践教学中
运用 ＳＰ 与 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则更符合
实际需求ꎬ该教学模式能极大地便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老师之间就相应的临床问题灵活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
针对性讨论ꎬ不仅增强了沟通的便利性ꎬ也极大地提升了
实际工作的效率ꎮ 毕竟ꎬ临床领域的实践、学科准备的强
化、实际指导的更新以及在出现失误后如何去应对是教育
改革的关键所在[１７]ꎮ 而相对于个体完成任务式的效率ꎬ
团体模式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ꎬ比传统学习模
式更有效[１８]ꎬ临床工作中对疾病的诊疗是离不开团队作
战的ꎬ可见本研究所施行的新型教学模式十分适用于
实践ꎮ

总而言之ꎬ在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的前提
条件下ꎬ将 ＳＰ 与 ＣＢＬ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习和借鉴了国
内外先进理念ꎬ在其他医学专科的培养中也具有可靠的验
证ꎬ本次针对临床眼科学的实践教学ꎬ将现代最具活力的
ＳＰ 与最富挑战力的 ＣＢＬ 教学相结合ꎬ从统计学结果来看ꎬ
这种开放性教学是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的一个相当不错
的尝试ꎮ 通过对比实施 ＳＰ 与 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的研究组与实行 ＬＢＬ 教学模式的对照组的表
现ꎬ体现了该新型教学模式在全面化提升眼科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综合素质具有极大的优势ꎮ

眼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正如其他专业硕士研究生一
样ꎬ处于从学习走向从业的过渡时期ꎬ具有该阶段培训的
独特压力[１９]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将 ＳＰ ＋ＣＢＬ 案例式教学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运用在眼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临床实
践教学中ꎬ有效地避开了传统眼科学临床实践教学模式的
诸多短板ꎬ强有力地优化了眼科专业临床教学参与双方效
率的同时亦科学地平衡了双方身心等的压力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由于我国眼科临床工作繁忙复杂ꎬ因此应结合国情
适度改良 ＰＢＬ 教学模式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找到其平
衡点和最佳应用时机[２０]ꎬ以使我国的眼科学临床各项教
学更为科学与高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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