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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结合CBL整合教学法在心血管内科见习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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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CBL)结合标准化患者(SP)在心血管内科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 将海南医学院2014级、2015级临床专业本科见习医学生118人按平时成绩分为实验组62人和对照组

56人，分别接受CBL结合SP整合教学法及传统教学法，授课完成后通过理论测试、技能测试及问卷调查的形式评

估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理论测试为(79.15±0.989)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7±0.881)分，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技能测试中，实验组在病史采集、病例分析、体格检查中的等级分数分别为(3.85±0.899)

分、(3.98±0.921)分、(4.07±0.88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84±1.095)分、(3.06±1.096)分、(2.88±1.118)分，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在文献检索能力、学习积极性、教学内容记忆理解、临床思维能力及课堂气

氛活跃度的等级分数分别为(3.79±0.943)分、(3.66±1.101)分、(4.02±0.999)分、(3.68±1.083)分、(4.16±0.853)分，明显优于

对照组的(3.04±1.068)分、(3.16分±1.076)分、(3.22±1.055)分、(2.98±1.078)分、(3.28±1.051)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在心血管内科见习教学过程中，SP结合CBL整合教学法的实践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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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case-based learning combined with standardized patients in

the teaching of cardiovascular internship. Methods A total of 118 clinic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ed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2014 and 2015 grades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62) and control

group (n=56) according to their usual scores to received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case-based learning combined with

standardized patients or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test, skill tes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test was 79.15±0.989,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70.7±0.881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anking scores of skill test including medical history collec-

tion, history analysi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3.85±0.899, 3.98±0.921, 4.07±0.887, sig-

nificantly better than 2.84±1.095, 3.06±1.096, 2.88±1.118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ques-

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the

abilit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learning active,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content, clinical ability,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P<0.05): 3.79±0.943, 3.66±1.101, 4.02±0.999, 3.68±1.083, 4.16±0.853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versus 3.04±1.068, 3.16±1.076, 3.22±1.055, 2.98±1.078, 3.28±1.051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P com-

bined with CBL integrated teaching method i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process of cardiovascular in-

ternship teaching, which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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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对医学人才的培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心血管内科临床见习教学效

果不尽人意，知识的传授还局限于教师讲授，教学方

式缺乏趣味性，致使在见习过程中医学生缺乏积极

性、创新性。在见习教学中，传统教学法已无法满足

现代医学教育的需求，教学方法改革已成为当前教学

工作的重点。如何让医学生在有限的见习课堂中学

到和掌握更多的临床知识和技能、丰富其临床经验显

得尤为重要。为提高教学水平，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

法 (case-based learning，CBL)和以标准化患者 (stan-

dardized patient，SP)为中心的教学法逐渐受到教育研

究者的重视。现今，单独运用CBL教学法在医学教学

改革中已研究得较为深入[1-2]。但是，在建立标准化患

者的基础上将CBL教学法整合运用于心内科见习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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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未见报道，将CBL教学法运用在临床见习教学活

动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3]，

尤其是在建立标准化患者的基础上，既能减轻患者痛

苦，又能提高教学见习效果。对该种教学模式的深入

探索将有助于提高医学生学习积极性及分析问题的能

力，为我国临床医学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及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海南医学院 2014、2015 级

临床医学本科生 118人，按平时学习成绩及表现随机

分实验组 62人和对照组 56人，实验组及对照组组内

建立以小组为单位的管理模式，按照每组6~8人(其中

每组 1 名组长)进行组内分组。每小组安排 2 名优等

生、2~4 名中等生、2 名中下等生，组员之间可进行讨

论、交流、资源共享，组长协调组内学员就学习问题进

行讨论，组织小组成员采集病史，汇集意见后进行病

史汇报，病例分析及体格查体。

1.2 方法

1.2.1 实验前的准备 两组学生的理论教学均

以教育部大纲要求的为依据。实验组在遵守教育部

见习大纲要求的基础上，依照 SP及CBL整合教学法

授课，授课前对相应教师及医学生进行培训，让师生

做到对SP、CBL教学法充分了解。对照组由教师根据

教育部见习教学大纲要求，按传统教学方法教授相应

的知识，培养医学生询问病史及进行心脏体格查体等

相关临床技能。两组保证在师资、教材、大纲要求、教

学学时上的均一性，具可比性。

1.2.2 实验组教学设计 实验组按以下7个环节

进行，即“典型病例库资料的建立-SP标准化患者的建

立-设定学习目标-由病例引出问题-临床见习实践-

解决问题-评估教学成果”。

1.2.2.1 典型病例资料库的建立 典型病例全部

来源于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的病例资料，

专用于心血管内科见习教学活动，选取的病例均为循

环系统典型的常见病、多发病，并附有详尽的检查、检

验结果。

1.2.2.2 标准化患者的建立 从我科硕士研究生

及我校在读医学生中选取 SP，并对 SP进行相关的培

训。选取SP标准为：①积极配合心内科教师实施整合

见习教学方法；②全程参加SP患者见习前培训并经考

核合格；③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④自愿并积极配合

医学生进行体格检查。

1.2.2.3 设学习目标及提出问题 设置符合教学

大纲要求的教学目标，选取我科常见的疾病(如冠心

病、急性左心衰、心律失常、高血压急症等)作为见习教

学内容。在见习课前一周将收集好的典型病例发予

各组，使医学生提前熟悉病例。对照组则按着传统见

习教学法准备，按大纲要求提前预习相应的章节，熟

悉即将见习的内容。两组均需提出预习目标及问题，

由各个小组的组长负责组织组间讨论、整理各组提出

的问题。

1.2.2.4 临床见习实践及解决问题 实验组在

CBL的基础上，将SP患者融入见习带教过程中，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临床实践，对SP患者进行病史的询问及

体格查体。对照组则选取在院住院患者作为见习对

象进行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两组医学生分别通过

向SP及在院患者询问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分析和总

结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提出临床诊断和鉴别诊

断、拟定初步的诊疗方案。与此同时，两组就之前所

提出的问题进行组间讨论，随后由每组医学生汇报病

史，进行体格查体，教师就各组表现进行记分，并随后

进行统计学分析。

1.2.2.5 教学评估测试 在见习结束后，以小组

为单位，发放围绕病例为中心的理论测试题，对测试

结果进行汇总及统计学分析。

1.2.2.6 总结 教师根据各小组的学习情况进行

总结，归纳知识点，并点评各小组间采集病史的思路，

之后由老师示范标准化的病史询问及体格查体过程，

同时指出医学生的不足及注意事项，之后进行课后满

意度问卷调查。

1.3 教学评价

1.3.1 见习技能考核 在见习过程中，老师就不

同组医学生见习情况进行打分。分别从病史采集、病

例汇报、病例分析及体格检查方面进行打分，每项设为

5个等级，分别为好、良好、一般、差和很差。对应的等

级分数分别为5分、4分、3分、2分和1分。问卷共发118

份，回收109份，有效回收率为92%，符合统计学要求。

1.3.2 理论考核 见习内容结束后，实验组和对

照组均进行课堂个人理论测试，均为客观试题，满分

为 100 分，试卷共发放 118 份，回收 109 份，回收率为

92%，符合统计学要求。

1.3.3 问卷调查 对教学效果进行问卷调查，分

别从查阅课外文献的能力、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学

内容记忆理解、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课堂气氛活跃

度、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与交流等7个方面进行问

卷调查，每项设有 5个等级，分别为好、良好、一般、差

和很差。对应的等级分数为 5 分、4 分、3 分、2 分和 1

分。问卷共发118份，回收112份，有效回收率为95%，

符合统计学要求。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结果比较 分别

对两组学员病史采集、病例汇报、病例分析、体格检

查方面进行考核。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的病史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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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病例分析、体格检查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病例汇报能力

方面两组间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2.2 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核结果比较 实验

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核平均分数为(79.15±0.99)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70.7±0.8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6.328，P<0.05)。

2.3 两组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实验组学

生在文献检索能力、学习积极性、学习内容的理解、临

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课堂气氛活跃度等方面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语言表达能

力、团队合作意识方面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1 两组学生的临床技能考核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P值

例数

56

62

病史采集

2.84±1.095

3.85±0.899

5.167

<0.01

病例汇报

3.74±0.944

3.87±0.891

0.725

0.470

病例分析

3.06±1.096

3.98±0.921

4.654

<0.01

体格检查

2.88±1.118

4.07±0.887

6.055

<0.01

表2 两组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

实验组

t值
P值

例数

56

62

文献检索能力

3.04±1.068

3.79±0.943

3.944

<0.01

学习积极性

3.16±1.076

3.66±1.101

2.420

<0.05

教学内容的理解度

3.22±1.055

4.02±0.999

4.086

<0.01

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2.98±1.078

3.68±1.083

3.394

<0.01

课堂气氛活跃度

3.28±1.051

4.16±0.853

4.901

<0.01

语言表达能力

3.86±1.109

3.58±1.109

1.401

0.164

团队合作意识

3.96±0.925

4.06±1.022

0.561

0.57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医学院校对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以
CBL和SP为中心的教学法都是近年来医学教育所提
倡的改革创新类教学方法[4-5]。其中，CBL教学是由德
国教育家瓦·根舍因和克拉夫基率先提出的一种以案
例为基础的学习模式。该方法是依照教学的目的和
要求，在教师的引导下，医学生通过对案例的思考来
培养其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CBL

教学法非常适合小班教学[6]，尤其是适合运用于临床
小班见习带教，在某种程度上可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
欠缺。该方法可提高医学生见习的积极性，改变医学
生被动学习的现状，是一种理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教学方式[7]。但该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实施过
程中，医学生临床技能可能无法得到充分锻炼，尤其
是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背景下，患者可能出现不配
合见习医学生的情况，医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没有足
够多的临床实践机会，此时，SP的出现可弥补临床见
习中的这一缺陷[8]。SP又被称为模拟患者，是指经过
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现患者的实际临床问
题的正常人或患者，能较为生动、准确的体现疾病的
临床表现[9]。SP应用于教学可以让医学生更好的掌握
我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加强临床技能训练[10]。目
前在美国大于90%的医学院校应用SP培训医学生，在
我国在执业医师技能考试第二部分也采用SP考试办
法。但SP应用于临床见习的教学模式还鲜有报导，因
此，研究者试将上述两种教学方法进行整合后运用于
心血管见习带教，试图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见习效果。

在本次教改研究过程中，实验组对病史采集、病
例分析、体格查体、病例讨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实验
组的医学生对我科常见病、多发病有了更为深入的认
识。在小组测试中，实验组的理论测试结果、技能测
试结果均优于对照组。此外，本研究就课外文献的能
力、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学内容理解度、临床思维能

力的培养、活跃课堂气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与

交流等7个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对照组比较，实验

组在掌握信息检索技能、调动学习积极性、学习内容

理解度、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课堂气氛活跃度等方

面优于对照组。在整合教学法实施的过程中，实验组

对理论知识的接受度更好。由此可见，整合教学法提

高了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调动了医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在有限的见习实践课堂里，将SP、CBL整合教学

法融入其中可提高心血管内科见习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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