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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应用临床操作技能直接观察评估(ＤＯＰＳ)探索翻转
课堂结合小组合作学习(ＴＢＬ)在眼科实习教学中的效果ꎮ
方法:自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 １１－１４ 在眼科实习的临床医学“５＋
３”一体化和临床医学五年制学生 ５４ 人ꎬ分为传统教学组
(Ａ 组)和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Ｂ 组)ꎬ通过 ＤＯＰＳ 评分
比较 Ａ 组、Ｂ 组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眼底镜的教学效果ꎬ
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Ａ 组学生裂隙灯显微镜 ＤＯＰＳ 总评分为 ５９(５８.００ꎬ
６０.００)分ꎬＢ 组学生总评分为 ６３(６１.００ꎬ６５.００)分ꎬＡ 组评
分显著低于 Ｂ 组(Ｐ<０.００１)ꎮ Ａ 组学生直接眼底镜 ＤＯＰＳ
评分为 ６３(６１.００ꎬ６３.７５)分ꎬＢ 组评分为 ６６(６３.７５ꎬ６６.２５)
分ꎬＡ 组评分显著低于 Ｂ 组(Ｐ<０.００１)ꎮ 在“适应证、相关
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作步骤的熟练程度”“执行操作前的
准备工作”“操作的技术能力”等方面ꎬ两项操作 Ｂ 组学生
单项评分均显著高于 Ａ 组(Ｐ<０.０５)ꎮ
结论:在眼科实习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ꎬ较传统
教学可以显著提升眼科实习生的临床操作技能水平ꎮ
关键词:翻转课堂ꎻ小组合作学习(ＴＢＬ)ꎻ临床操作技能直
接观察评估(ＤＯＰＳ)ꎻ眼科学ꎻ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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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医学实习多采用分科轮转实习方法ꎬ由于多学科轮

转ꎬ学生在各个科室轮转时间均较短ꎮ 实习阶段通常和理
论课、见习课学习相隔时间较长ꎬ学生知识遗忘较多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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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实践活动前ꎬ对学生进行入科理论和实践教学ꎬ重
复理论课、见习课教学既不高效ꎬ也不可行ꎮ 有限时间内
在各个学科高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ꎬ提高医学生的临
床胜任力ꎬ是医学实习教学的重点ꎮ 现代化教学中ꎬ许多
新型教学方法ꎬ包括翻转课堂(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和小组合
作学习( ｔｅａ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ＴＢＬ)被证实有效ꎬ但是在医
学实习教学中的应用设置和量化评价研究较少ꎮ 翻转课
堂是颠倒传统教学方式ꎬ学生在课前学习教师准备的教学
视频和课件ꎬ课堂上则在教师的指导下深入学习、解决问
题、合作探究ꎮ 翻转课堂可以把大量的直接讲授移出到课
外ꎬ从而解放了宝贵的课堂时间用来进行有意义的深层学
习[１]ꎬ在实习教学中可以减轻教师每周一次重复讲解大量
内容的压力ꎮ ＴＢＬ 是一种结构化的小组学习形式ꎬ将学生
分为多个团队小组ꎬ以学生为中心ꎬ教师作为引导者ꎬ给予
明确的学习目标ꎬ但将学习的主导权交给学生ꎬ以团队小
组自学、思考、讨论等方式为主要手段[２]ꎮ 眼科教育不仅
对培养未来的眼科医生至关重要ꎬ对将成为其他学科医生
的医学生也至关重要ꎬ因为视觉系统功能障碍可能与全身
性疾病紧密相关[３]ꎮ 眼科实习中需掌握裂隙灯显微镜眼
前段检查、直接眼底镜眼底检查等基本技能ꎬ对操作技能
要求较高ꎮ 翻转课堂和 ＴＢＬ 虽然在理论教学中被尝试和
探索ꎬ但在眼科实习教学中的效果缺乏量化评价ꎮ 临床操
作技能直接观察评估(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ꎬ
ＤＯＰＳ)最早为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协会设计ꎬ主要用于评价
临床操作技能ꎬ特点是在工作场景中对学生进行评估ꎬ考
官在真实的患者身上观察受训者做常规的操作ꎬ通过向受
训者提供即时反馈ꎬ以提高他们的技能ꎬ并促进他们的学
习[４－５]ꎮ 自 ２０２１－０６ 起应用于本院各学科实习生出科评
价ꎬ根据各个学科操作的特点进行适应性改变ꎮ 本次研究
在南京医科大学 ２０１７ 级临床医学五年制和“５＋３”一体化
专业学生中尝试将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运用于眼科实习ꎬ
并应用 ＤＯＰＳ 评价其教学效果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选取 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 １１－１４ 在眼科实习的以下专
业同学ꎬ包括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５＋３”一体化专业学
生 ３７ 人和临床医学五年制 １７ 人ꎬ共计 ５４ 人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分组　 将 ５４ 名学生按单双周实习分为 ２ 组ꎬ如果该
周仅 １ 人实习ꎬ则归为传统教学组(Ａ 组)ꎬ相应的另一周
归为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Ｂ 组)ꎬ确保 Ｂ 组每小组至少
２ 人以上ꎬ某周 Ｂ 组人数 ５ 人时ꎬ通过抽签方式分为 ２ 人
组和 ３ 人组ꎬ人数 ６ 人时ꎬ通过抽签方式分为两组 ３ 人组ꎮ
最终 Ａ 组 ２４ 人ꎬＢ 组 ３０ 人ꎮ
１.２.２教学方法　 根据眼科实习大纲要求ꎬ完成眼科实习
安排ꎮ 在所有眼科基本操作中选择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和
直接眼底镜检查作为考核评价操作ꎮ Ａ 组和 Ｂ 组学生均
由同一名教师用不同教学法教授ꎮ 传统教学法具体是由
教师先对实习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８０ｍｉｎꎬ包括常见眼病的
诊疗要点ꎬ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眼底镜构造及检查流程ꎬ
然后学生进入暗室操作练习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眼底镜
检查 ４０ｍｉｎꎬ教师进行现场指导ꎮ 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教学
法是在实习课前 １ｗｋ 教师给出实习内容并分配到个人ꎬ包
括三大部分ꎬ分别是眼科常见病的临床表现ꎬ裂隙灯显微
镜操作视频和直接眼底镜操作视频ꎬ教师将 ＰＰＴꎬ操作教

学视频发送给学生ꎬ根据小组人数分配任务ꎮ 如为 ２ 人
组ꎬ１ 位学生主要预习眼前段常见病临床表现和裂隙灯显
微镜操作ꎬ另 １ 位学生主要预习眼后段常见病临床表现和
准备直接眼底镜操作ꎮ 如为 ３ 人组ꎬ１ 位学生主要预习眼
科常见病的临床表现ꎬ１ 位学生主要准备裂隙灯显微镜操
作ꎬ另 １ 位学生主要准备直接眼底镜操作ꎮ 通过小组协
作ꎬ互相讨论和讲解负责内容ꎬ使得每位小组成员熟悉每
个部分ꎮ 教师对个人和团队分别提出目标要求ꎬ个人目
标:识别常见眼前段和眼底疾病图片ꎬ认识裂隙灯显微镜
和直接眼底镜组件ꎮ 团队目标:可以在互相提醒补充的情
况下完成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眼底镜常规顺序操作ꎮ 布
置病例思考题ꎬ学生根据目标要求在学习教师准备的资料
外ꎬ查阅课本、文献、图片ꎬ进行团队讨论ꎬ并将思考题答案
和疑问提前反馈给教师ꎮ 实习第 １ｄꎬ每位学习小组成员
考核常见眼病图片识别试题 １５ｍｉｎꎬ教师立刻给予反馈
５ｍｉｎꎬ其后小组在暗室进行 ２０ｍｉｎ 自由操作练习ꎬ然后由
不同成员以小组伙伴为对象介绍和操作裂隙灯显微镜和
直接眼底镜ꎬ其他小组成员随时提醒和补充ꎬ总共 ７０ｍｉｎꎮ
教师对操作和回答进行点评总结 １０ｍｉｎꎮ
１.２.３ ＤＯＰＳ 评分细则 　 所有学生在实习开始前参加
ＤＯＰＳ 评分培训ꎬ在每个科室出科前进行 ＤＯＰＳ 评价ꎮ 眼
科 ＤＯＰＳ 评分选择白内障患者考核裂隙灯显微镜检查ꎬ选
择视网膜脱离患者考核直接眼底镜检查ꎮ 根据眼科检查
的特点对 ＤＯＰＳ 一般标准进行了适应性修订和具体化ꎮ
一般标准、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和直接眼底镜检查标准项目
内容见表 １ꎮ 评分标准:每一项采用 ３ 等级、９ 分制评分ꎮ
１~３ 分未达到预期ꎬ能力不足有待加强ꎻ４ ~ ６ 分接近或达
到预期标准ꎬ合格ꎻ７ ~ ９ 分超过预期标准ꎬ受试者非常熟
练ꎮ 受试后反馈:对每位学生进行受试后立即反馈评价ꎬ
给出具体改进意见ꎮ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ꎮ 两组学生的年龄和 ＤＯＰＳ 评分以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表
示ꎬ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计数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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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及专业
分布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表 ２)ꎬ具有可
比性ꎮ
２.２两组学生裂隙灯显微镜 ＤＯＰＳ 评分比较 　 Ａ 组学生
裂隙灯显微镜 ＤＯＰＳ 评分为 ５９(５８.００ꎬ６０.００)分ꎬＢ 组评分
为 ６３(６１.００ꎬ６５.００)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ꎮ 其
中第(１)项适应证、相关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作步骤的熟
练程度、第(３)项执行操作前的准备工作、第(４)项适当的
止痛或镇定、第(５)项操作的技术能力、第(７)项能视需要
寻求帮助、第(１１)项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的单项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２.３两组学生直接眼底镜 ＤＯＰＳ 评分比较 　 Ａ 组学生直
接眼底镜 ＤＯＰＳ 评分为 ６３(６１.００ꎬ６３.７５)分ꎬＢ 组评分为
６６(６３.７５ꎬ６６.２５)分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ꎮ 其
中第(１)项适应证、相关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作步骤的熟
练程度、第(３)项执行操作前的准备工作、第(５)项操作的
技术能力、第(１１)项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的单项分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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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ＤＯＰＳ评分一般标准和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及直接眼底镜检查标准的项目内容

项目 一般标准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标准 直接眼底镜检查标准

(１)
适应证、相关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
作步骤的熟练程度

根据对患者的病史了解选择合适的检查
设备ꎬ口述检查顺序和要点ꎬ操作步骤衔
接情况

根据对患者的病史了解选择合适的检查
设备ꎬ口述检查顺序和要点ꎬ操作步骤衔
接情况

(２) 详细告知患者并取得同意 详细告知患者并取得同意 详细告知患者并取得同意

(３) 执行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检查仪器是否正常工作ꎬ调整检查者和被
检者座椅、升降台、下颌托高度ꎬ患者头位
摆放ꎬ目镜度数和瞳距的调节、滤光片颜
色选择等

检查仪器是否正常工作ꎬ患者散瞳准备ꎬ
调节光圈大小ꎬ询问患者屈光度ꎬ直接眼
底镜设置合理的初始屈光度

(４) 适当的止痛或镇定
检查过程中适当安抚ꎬ对光线亮度的提
醒ꎬ对患者注视眼位的提醒

检查过程中适当安抚ꎬ对光线亮度的提
醒ꎬ对患者注视眼位的提醒

(５) 操作的技术能力

双目协调检查ꎬ手柄上下左右前后的运
动ꎬ裂隙宽度、高度调节ꎬ角度调节ꎬ检查
顺序ꎬ操作完成后对疾病特征和病情的
描述

检查者站立方位ꎬ手持ꎬ正确的检查顺序ꎬ
操作完成后对疾病特征和病情的描述

(６) 无菌技术
额托和下颌托的消毒ꎬ接触患者眼睑前后
手消毒

接触患者眼睑和额头前后手消毒ꎬ眼底镜
是否触碰患者面部

(７) 能视需要寻求帮助 检查过程中问题应对 检查过程中问题应对

(８) 术后处理
关闭所有仪器开关ꎬ包括总开关、升降台
和亮度旋钮

关闭开关ꎬ旋钮归位ꎬ仪器归位

(９) 医患沟通能力
检查过程中对患者配合的要求ꎬ交代病情
的语言措辞ꎬ对患者疑问的回答

检查过程中对患者配合的要求ꎬ交代病情
的语言措辞ꎬ对患者疑问的回答

(１０)
是否顾及患者感受并具有职业
素养

对视力不佳患者的帮扶ꎬ患者坐下时的保
护防撞击ꎬ光线亮度的提醒ꎬ操作动作是
否轻柔等

对视力不佳患者的帮扶ꎬ提醒坐下时的保
护防撞击ꎬ光线亮度的提醒ꎬ操作动作是
否轻柔等

(１１) 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 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 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

表 ２　 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男 /女ꎬ例) 年龄[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岁] 专业(“５＋３”一体化 /五年制ꎬ例)
Ａ 组 １０ / １４ ２２.５５(２２.４０ꎬ２２.９０) １７ / ７
Ｂ 组 １４ / １６ ２２.６０(２２.５０ꎬ２２.８０) ２０ / １０
　 　 　 　 　 　 　 　

Ｚ / χ２ ０.１４ －０.６９ ０.１１
Ｐ ０.７１ ０.４９ ０.７４

注:Ａ 组:传统教学组ꎻＢ 组: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ꎮ

表 ３　 裂隙灯显微镜 ＤＯＰＳ评分比较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分]
裂隙灯显微镜 ＤＯＰＳ Ａ 组 Ｂ 组 Ｚ Ｐ
(１)适应证、相关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作步骤的熟练程度 ５(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２.２７ ０.０２
(２)详细告知患者并取得同意 ６(６.００ꎬ７.００) ６(６.００ꎬ７.００) －０.２０ ０.８４
(３)执行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５(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２.４５ ０.０１
(４)适当的止痛或镇定 ５(５.００ꎬ５.００) ５(５.００ꎬ６.００) －２.４７ ０.０１
(５)操作的技术能力 ５(４.２５ꎬ５.００) ６(５.００ꎬ７.００) －４.３２ <０.００１
(６)无菌技术 ６(６.００ꎬ７.００) ６(６.００ꎬ７.００) －０.１９ ０.８５
(７)能视需要寻求帮助 ５(５.００ꎬ５.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４.１４ <０.００１
(８)术后处理 ６(６.００ꎬ６.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０.０５ ０.９６
(９)医患沟通能力 ５(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１.７５ ０.０８
(１０)是否顾及患者感受并具有职业素养 ４(４.００ꎬ５.００) ５(４.００ꎬ５.００) －１.４６ ０.１５
(１１)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 ５(５.００ꎬ５.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３.０４ ０.００２

总分 ５９(５８.００ꎬ６０.００) ６３(６１.００ꎬ６５.００) －５.３６ <０.００１
注:Ａ 组:传统教学组ꎻＢ 组: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ꎮ

３讨论
眼科实习为医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眼科临床培训机会ꎬ

内容包括提升眼科理论知识水平、以实践为基础提高眼科
操作技能、培养医患沟通技能等[６]ꎮ 然而ꎬ由于时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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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直接眼底镜 ＤＯＰＳ评分比较 [Ｍ(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分]
直接眼底镜 ＤＯＰＳ Ａ 组 Ｂ 组 Ｚ Ｐ
(１)适应证、相关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作步骤的熟练程度 ５(４.００ꎬ５.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３.３９ ０.００１
(２)详细告知患者并取得同意 ６(６.００ꎬ６.７５) ６(６.００ꎬ７.００) －０.６６ ０.５１
(３)执行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６.００ꎬ６.００) －２.３５ ０.０２
(４)适当的止痛或镇定 ６(６.００ꎬ６.００) ６(６.００ꎬ７.００) －１.８１ ０.０７
(５)操作的技术能力 ５(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２.２８ ０.０２
(６)无菌技术 ６(６.００ꎬ６.００) ６(６.００ꎬ６.２５) －０.８４ ０.４０
(７)能视需要寻求帮助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０.０４ ０.９７
(８)术后处理 ６(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６.００ꎬ６.００) －１.０９ ０.２８
(９)医患沟通能力 ７(６.００ꎬ７.００) ７(６.００ꎬ７.００) －０.２６ ０.８０
(１０)是否顾及患者感受并具有职业素养 ５(５.００ꎬ５.００) ５(５.００ꎬ５.００) －１.３１ ０.１９
(１１)执行操作的整体表现 ５.５(５.００ꎬ６.００) ６(６.００ꎬ６.２５) －３.９２ <０.００１

总分 ６３(６１.００ꎬ６３.７５) ６６(６３.７５ꎬ６６.２５) －４.４８ <０.００１
注:Ａ 组:传统教学组ꎻＢ 组: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ꎮ

的限制ꎬ真正完成上述目标很困难ꎮ 因而ꎬ为提高眼科实
习教学的整体质量ꎬ需要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ꎬ以更好地
为学生未来的医疗实践做准备ꎮ 提高教学效率最有效的
途径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ꎬ主动学习要求学生积极预习学
习材料ꎬ参与课堂ꎬ并与其他同学正向合作[７－８]ꎮ

本研究发现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 ＤＯＰＳ 评分明显高
于传统教学组ꎬ尤其在“相关解剖结构的了解及操作步骤
的熟练程度”“执行操作前的准备工作” “操作的技术能
力”等方面ꎮ 这个结果反映了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的优势ꎬ
在同样的课堂＋操作时间(１２０ｍｉｎ)条件下ꎬ由于预先的学
习、演练的巩固、反馈的改进ꎬ使得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组
学生的操作较传统教学组更加娴熟ꎬ并且由于前者师生互
动时间明显多于后者ꎬ学生参与和反馈的积极性也明显
较高ꎮ

翻转课堂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节奏灵活地自主学
习ꎬ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９－１０]ꎮ 一项涵盖 １９８ 个翻
转课堂教学实验和 ３３ ６７８ 个学生的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无论
是哪个学科ꎬ翻转课堂对学生的学习总体上具有中等正向
效应ꎬ并指出ꎬ未来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根据不同的教学
情境开发有效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上[１１]ꎮ 因而探索翻转
课堂在眼科实习教学中的应用ꎬ设置具体实施情境和实施
方法是重点之一ꎮ 本研究从几个方面保证翻转课堂的有
效性:(１)合理的学习资料设计ꎮ 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ꎬ很难理解裂隙灯显微镜操作和直接眼底镜操作的目的
和顺序ꎬ因而ꎬ为使学生迅速回忆既往眼科理论学习的内
容ꎬＰＰＴ 设计以图片为主ꎬ辅助文字介绍ꎬ使学生了解和掌
握眼球的解剖生理以及常见眼病的眼前段和眼底表现ꎮ
学习资料还包括两项基本操作的演示视频ꎬ使得学生在
接触仪器前对仪器有更具体的认知ꎮ (２)课堂安排学生
介绍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眼底镜并实际操作ꎮ 明确的
目标和要求使得学生能真正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ꎬ并能
有效反馈学生学习中的问题ꎬ教师及时的纠正和师生的
讨论能够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ꎮ (３)病例思考题的布
置ꎮ 除了准备好的学习资料ꎬ预先布置的病例思考题需
要学生通过自主查阅文献、课本、图片和其他资料探索
答案ꎬ锻炼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ꎬ培养其循证医学思维ꎮ
(４)结合 ＴＢＬꎮ

ＴＢＬ 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ꎬ而是通过尝试解决问题而

学会应用知识ꎮ 结构化的 ＴＢＬ 包括三个阶段[１２]:第一阶
段:课前分配任务到个人ꎻ第二阶段:个人和团队准备就绪
测试ꎻ第三阶段:基于决策的团队应用练习ꎮ 通过这些步
骤ꎬ鼓励学生在小组中自主学习、分析、交流、合作、推测、
推理和解决问题[１３]ꎮ ＴＢＬ 现在是一种公认可行的教学方
法ꎬ卫生行业应用很多ꎬ研究证实 ＴＢＬ 有助于培养具有批
判性思维和应用能力的医学生[１４]ꎬ也证实 ＴＢＬ 可以显著
提高学生在眼科学习中的表现和参与度[１５－１６]ꎮ 在本研究
的实习教学中ꎬ我们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结构化的 ＴＢＬ:
(１)将具体的任务布置到个人ꎻ(２)通过课堂测试和个人
汇报评估个人准备充分度ꎻ(３)通过评价病例思考题的回
答情况、观察自由练习中的配合度和汇报后成员补充情况
评估团队准备充分度ꎮ 通过本研究ꎬ我们总结 ＴＢＬ 的优
势在于:(１)小组学习可以使得学生互相监督ꎬ互相交流ꎬ
互相讨论ꎬ提升翻转课堂的效果ꎬ从探索中获得的知识比
听老师讲的知识更加稳定和持久ꎮ (２)在课堂讲解中ꎬ小
组伙伴可以互相补充ꎬ增强讲解者的信心ꎬ提升输出的有
效性ꎮ (３)共同探索思考题答案和自由练习的过程中互
相学习ꎬ通过团队配合和讨论更好地解决问题ꎬ使学习过
程更高效和有趣ꎮ

ＤＯＰＳ 是一种在工作场景中的评估ꎬ专门用于评估临
床技能并提供反馈ꎮ 本研究中 ＤＯＰＳ 评价方法的采用ꎬ对
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的实施具有重要的辅助和反馈作用ꎮ
由于该方法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直接观察受训者ꎬ因此
它在评估受训者的实际技能方面更为适用ꎬ也提供了获得
建设性反馈以提高技能的机会ꎮ 既往研究表明 ＤＯＰＳ 具
有良好的可靠性和可接受性[４]ꎬ具有合适的效度和信度ꎬ
对学习有积极影响ꎬ学生反映高满意度ꎬ可以作为一种有
效、高效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医学生[１７－１８]ꎮ 实际应用过程
中ꎬ由于各个学科操作差异较大ꎬ需要在实际评价中根据
操作的不同细化评价标准ꎬ以提升评价的同质性ꎮ 本研究
根据裂隙灯显微镜和直接眼底镜检查的特点制定细化标
准ꎬ在应用过程中发现其操作可行性和可重复性较高ꎮ 本
研究中ꎬ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中“适当的止痛或镇定”“能视
需要寻求帮助”两项的组间差异在直接眼底镜检查中不
再显著ꎬ且学生总体在直接眼底镜检查中这两项的平均评
分高于裂隙灯显微镜ꎬ这可能是由于直接眼底镜检查评价
在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之后ꎬＤＯＰＳ 评价本身的即时反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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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作用ꎬ相较于操作本身ꎬ这两项评分反映的细节更
容易改进ꎮ ＤＯＰＳ 评价反映两组的实习生“医患沟通能
力”和“是否顾及患者感受并具有职业素养”相较于其他
方面均较弱ꎬ学生接触真正的患者和给他们做检查容易
“犯怯”和紧张ꎬ人文关怀和细节注意不足ꎬ这说明实习过
程中真正工作场景训练仍然不够ꎬ需要在今后的实习教学
中继续改进和探索ꎬ重复 ＤＯＰＳ 评价很有必要ꎮ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设置了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在眼科
实习教学中的具体实施情境ꎬ这在既往眼科实习教学中报
道较少ꎮ 本研究设置对照组ꎬ分组具有一定随机性ꎬ通过
科学比较探索了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在眼科实习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ꎮ 并通过引入 ＤＯＰＳ 评分ꎬ对教学效果进行量化
评价ꎬ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都有反馈和启示意义ꎮ 本
研究的缺陷在于样本量不足ꎬ分组不是完全随机ꎬ虽然基
线一般资料分析两组间无显著差异ꎬ但仍可能存在一定偏
倚ꎮ 评分标准虽然已尽可能具体化ꎬ但仍存在一定主观
性ꎮ 在今后的研究中ꎬ需要扩大样本量进行教学效果验
证ꎬ可以尝试通过考核视频记录、多教师评价、针对教师评
分评价等方式提高 ＤＯＰＳ 评分的客观性、同质性ꎮ

综上所述ꎬ眼科实习中采用翻转课堂结合 ＴＢＬ 显著
提高学生对临床操作的掌握水平ꎬ而 ＤＯＰＳ 评价可以即时
反馈教学效果和问题ꎬ改良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对学生
和教师均有裨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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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ｋｉｌｌｓ (ＤＯＰＳ) ａｓ 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 ２０２１ꎻ６５
(３):２０２－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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