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仔细#带教工作也需要仔细%.实/则是踏实工作#不能将浮

躁的情绪带入工作*

科学即是遇到问题要认真对待#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并解

决问题*同时带教过程中#带教老师需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掌

握前沿科学知识#这样带教才可以真正地让学生学到知识'学

到作风*

2

!

建立完善的出科考核制度

!!

每位实习生进入科室后#均会给予学生+输血科.三生/培

训记录,#同时告知出科将进行理论及操作技能考核#考核合格

方可出科完成实习*考题以实际工作中常见知识点及+医学临

床.三基/训练医技分册,中输血科相关知识点为主*在操作技

能考核方面#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MZ

与
6̂

血型鉴定#盐水相

与非盐水相交叉配血'不规则抗体筛查#血液病等特殊病种的

输血相关知识#了解不规则抗体鉴定方法等*带教过程中还发

现实习生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淡薄#因此有必要开展生物安全防

护意识培训(

!$

)

*

对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我国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规

范及标准(

!!

)

*然而#实习阶段作为医学院与医院联系的第一

步#对于我国医疗人员的培养至关重要*建立并规范实习生的

培训准则是迫切需要且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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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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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以问题为导向"

WMQ

$在儿科临床实习教学的应用效果%方法
!

该院
"$!$

级
+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随机抽

取
!$$

例实习生!随机分为试验组"

+$

例!采用
WMQ

教学$和对照组)

+$

例!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QMQ

$教学*%所有实习学生在入科

和出科进行闭卷考试!出科时发放问卷了解学生对于
"

种学习方式的体会!并比较
"

组学生的成绩和教学评价%结果
!

试验组实

习学生出科成绩)"

&(#'!H'#'(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H+#*&

$分*!试验组实习生对
WMQ

教学法
'

项评价指标的满意程度

"

*%#$$,

$明显高于对照组
QMQ

教学法
'

项评价指标"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儿科临床实习教学采用

WMQ

教学法具有重要的意义!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主动性!培养其临床潜在能力!提高素质!值得推广和使用%

关键词"儿科#

!

WMQ

教学法#

!

临床实习教学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M

文章编号"

!'(".*/++

"

"$!(

$

!/."!'%.$%

!!

医学生从学校进入临床工作的阶段就是临床实习#能够将

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儿科作为临床医学的主要课程之

一#是专门研究小儿的疾病防治'生长发育'卫生保健等学

科(

!."

)

*通过儿科临床教学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和实践操作能

力#用扎实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

医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

)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最重要的阶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常常是学生被动的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主动性

较差#不能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探

讨以问题为基础学习$

WMQ

&医学教学模式#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该院
"$!$

级
+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随机抽取

的
!$$

例实习学生#随机分为试验组$

+$

例#采用
WMQ

教学&和

对照组(

+$

例#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QMQ

&教学)*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岁%试验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H"#$%

&

岁*所有学生在儿科实习的时间为
+

周左右#已经系统的学习

完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等全部理论课程#一部分学生已经在临

床其他科室学习过*

"

组实习生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实习学生在入科时进行闭卷理论考试#题目

类型包括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问答题'案例分析#通过考

试了解其儿科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满分为
!$$

分*儿科实习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CR7)N<A;

!

S4<

5

"$!(

!

T1<#!/

!

U1#!/

"

基金项目!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级教改项目$

!%S[$+

&*



期间由有经验的临床医师.一对一/带教*$

!

&试验组!

WMQ

是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进行
WMQ

教学时
+

!

(

例为
!

组#

每组由
!

位讲师职称以上的专职教师进行辅导#首先由辅导老

师先提出一个问题#学生查找资料*查找资料可由小组长组织

进行分工合作#做好采集病史'体格检查等资料收集工作#确保

每例学生都参与问题讨论*第
"

堂课时针对上节课提出的问

题进行讨论#由
!

例学生代表报告资料查询结果#其他同学做

补充工作#老师针对遗漏地方进行引导式补充#并再次提出问

题*最后老师结合讨论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解析#在学生讨论偏

离题目时及时提醒#辅导老师提出学生还需要补充查找的资

料#学生继续查找资料*如此反复
%

!

/

次后归纳总结在整个

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加深学生对疾病的理解#使学生认识到疾

病的发展过程#在临床见习时根据讲课中的内容进行实践#最

终反思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不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

&

对照组!

QMQ

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学生学习较为被动#

采用与试验组相同的病历#主要以老师讲解为主#针对知识点

设计问题让学生回答#以.组织教学'复习旧课'上新课'巩固新

课'布置作业/的方式教学*出科考试前使用不记名的形式对

!$$

例实习生进行问卷调查*

$#'

!

观察指标
!

统计分析所有学生的入科和出科考试成绩#

以及对
"

种教学方式的评价*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WVV!%#$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DH: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5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数或百分率表示#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实习学生入科和出科成绩结果比较
!

试验组实习学

生出科成绩($

&(#'!H'#'(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H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实习学生入科和出科成绩结果比较$

DH:

'分%

组别 例数$

)

& 入科成绩 出科成绩

试验组
+$ (/#%+H/#*% &(#'!H'#'(

"

对照组
+$ (/#'(H+#$" &"#/&H+#*&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

组学生对
"

种教学方式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

试验组

实习生对
WMQ

教学法
'

项评价指标的满意程度$

*%#$$,

&明

显高于对照组
QMQ

教学法
'

项评价指标$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学生
"

种教学方式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

$

,

%&

组别
例数

$

)

&

提高学习自主性

是 否

查阅资料

和获取信息能力

是 否

提出问题

并解决问题能力

是 否

儿科常见

疾病诊治能力

是 否

有效沟通能力

是 否

认可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

是 否

试验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
!!

论

!!

有调查表明#北美
!"+

所大学中的
!!&

所'加拿大
!'

所大

学中的
!"

所引入了或准备引入
WMQ

教学法#

WMQ

教学方法已

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一种新趋势(

'

)

*

WMQ

重点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终身学习#可以模糊各个学科之

间的具体界限#加强学科和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以综合课程

代替基础课程#学生代替老师作为主体(

(.*

)

*学生主动参与学

习能充分进行自学#提高学习效果#组成学习小组相互讨论取

代大班授课模式#加强同学之间与师生之间的关系#使关系更

加密切#形成双向交流(

!$.!!

)

*我国
WMQ

教学方法还不普遍#

WMQ

模式全面实施需要院校的决策者更新传统观念#加强教

学场地和硬件设备的经费投入#组成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需要

学校具备先进的图书馆和丰富的信息支持#完善教学质量评估

体系等#但
WMQ

模式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主要是用于一些单一的学科中#未形成大型的'综合性的课

程(

!"

)

*四军大'南京医大'浙江大学医学院等
(

年制或研究生

的临床实习阶段在开展%北大医学院和白求恩医大是在基础阶

段的部分过渡课程进行%西安交大医学院是在联合办学大专班

中进行实验探索%湖南医科大学在护理教学中应用%暨南大学

在口腔内科实验教学中实施*

本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实习学生出科成绩($

&(#'!H

'#'(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H+#*&

&分)#试验组实习生

对
WMQ

教学法
'

项评价指标的满意程度$

*%#$$,

&明显高于

对照组
QMQ

教学法
'

项评价指标$

''#$$,

&#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与陈召等(

!%

)研究结论相一致*

WMQ

模式以问

题为引导#学生一直处于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整个

过程求知欲强烈#增加其学习的兴趣#对于学生的问题解答#带

领学生直接面对临床患者#边见习边思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传统教学老师就是老师#

WMQ

模式是教师与学生的角色

互换#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为

主体者#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为自己的判断提供

充分的依据#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明确疾病的治疗原则#与临床实践相结

合#掌握临床思维的方式*医师首次接触患者最重要的任务是

从某一症状出发#通过横向综合分析对疾病进行鉴别诊断#因

此锻炼临床思维能力使学生不受固定模式限制而造成误诊和

漏诊(

!/

)

*

WMQ

的真正意义是打破传统教学的体制#教会学生

临床遇到问题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定学习目标#将所

学知识运用到临床实际问题中#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培

养学生独立自主'创新'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侧重于学生能有效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而不是侧重于解决问题本身(

!+

)

*

WMQ

整个过程使学生学习满意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学习兴

趣浓厚#能够培养医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弥补了实习时间较

短和所见病种不多的不足#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综上所述#儿科临床实习教学中采用
WMQ

教学法是一项

非常有实践意义的措施#以.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收集资料'讨

论假设'总结/五段教学模式为主#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

主动性#培养其临床潜在能力#提高素质#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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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推荐临床常规应用(

&

)

*

综上所述#本例患者经
]-W

'

FW

'多柔比星联合异环磷酰

胺及替加氟等方案多周期化疗#生存时间近
!/

个月#提示患者

因为病灶弥漫#无法行减瘤手术#仅行全身化疗#本研究采用软

组织恶性肿瘤常用的阿霉素'异环磷酰胺'铂类'多西他赛等药

物#初期治疗效果较好#疗效一度达到
Ŵ

#但随后肿瘤对化疗

药物的敏感性下降#出现肝脏转移'恶性腹腔积液#表明

FV̂ N0

初期对细胞毒药物的敏感性较好#近期效果良好#但远

期效果不佳#由于条件所限#未能行靶向治疗相关基因突变检

测#自行服用苏尼替尼效果不佳#最终病情进展病死*国内外

研究结果显示#该病采用减瘤手术并联合化疗的治疗手段#能

较好地降低肿瘤负荷#减少复发转移的概率#延长患者的生存

时间#多学科专家团队联合会诊制定治疗方案#以及进入临床

试验有助于更好地控制肿瘤#其他治疗手段如热灌注化疗和全

腹盆腔放疗等治疗效果尚需进一步进行前瞻性研究验证#另外

进行
][Ê

等靶向治疗基因突变检测#对敏感突变者进行靶

向治疗#以及针对
WF!

'

WFQ!

单抗#有可能作为
FV̂ N0

患者

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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