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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临床思维训练是临床医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门新课程!是临床医学教育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因

其没有专用的教材!施教难度大!给任课老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适应临床思维训练教学的新变化!湖北

民族大学进行革新!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2̀ *

$和以病例为导向的学习"

.̀ *

$的教学模式!通过实施翻转

课堂!改革考试方式!优化师资队伍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教学改革%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采用
2̀ *

#

.̀ *

教学法对

学生进行教学的授课模式效果显著!有利于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性临床医学人才%

关键词"临床思维训练&

!

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

病例为导向的学习&

!

教学改革

中图法分类号"

/++405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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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思维训练是各大医学院校在坚持把医学教

育办成精英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深化医学教育改

革#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前提下#优化医学

教育体制改革中所诞生的一门新生课程#它是指运用

医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知识#以

服务对象为中心#通过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进行病史

采集'体格检查和必要的辅助检查#得到第一手资料#

结合其他可利用的最佳证据和信息#结合服务对象的

家庭和人文背景#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综合'判断和鉴

别诊断#形成个性化干预方案#并予以执行和修正的

思维过程和思维活动(而目前全国还没有统一的专

用教材#施教难度大#给任课老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适应教学改革的新变化#湖北民族大学临床思维

训练教学团队勇于尝试#经过
,

年的努力#取得了一

系列教学的新方法和新成果(

$

!

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2̀ *

&)以病例为导向

的学习#

.̀ *

&为教学模式的翻转课堂%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

采用以
2̀ *

和以
.̀ *

为教学模式的翻转课堂#

突破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模式(按照翻转课堂的定

义#将原本在课堂上进行的活动放在课下进行#而原

本在课下进行的活动放在课堂上进行)

%

*

(在上课前
%

周#任课老师依据/湖北民族大学临床医学生临床思

维训练教学大纲0病种$见表
%

%的要求#搜集整理好相

应系统中某种疾病的临床病例和相关辅助检查资料#

并根据临床病例设计好相关问题#以
227

'微信'易企

秀'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发送给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

身的问题以及自己掌握的知识状况#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节奏来观看'思考'研读'解题#或穿插其他的一切

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式#真正地使课前学习成为医学

生学习的新常态(通过真正的,先学-#每一个学生都

能携带问题而进入课堂#使得学生在课上变成了学习

的主体(在课堂上#由任课教师引领和组织学生#根

据问题发表自己的临床诊断思路#重点进行临床思维

模式训练#任课老师对其诊断思路进行纠正'补充'完

善和总结#并对学生在其思维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疑

惑进行解答#使其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达到早期接

触临床的目的#有效地激发了医学生对临床医学学习

的兴趣(课后#任课老师对临床病例和相关辅助检查

资料进行进一步梳理#针对病例设计的问题给出相应

的思路及答案#再次以
227

'微信'易企秀'微视频等

形式发送给学生#使其成为课后学习的主要载体#因

其下载方便#课后学习变得生动'活泼起来#随时随地

打开手机就可以学习(可重复性的学习方式对于学

生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几乎零成本的网络系统

支持#使所有学生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学习机会和空

间#让因材施教真正地能够落到实处(在网络公共的

学习平台上#可以让学生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这种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学习#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自主学习(

以
2̀ *

'

.̀ *

教学模式的翻转课堂为指导#可最

大化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医学生的学习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

*

#开发医学生的

临床思维模式(

2̀ *

'

.̀ *

既是一种课程#又是一种

学习方法#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培养医疗资

源人才的教学方法)

'

*

(实践证明#

2̀ *

'

.̀ *

教学模

式可有效提高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

对任课老师的综合评教平均分由
(&%(

年的
-4

分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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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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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第
%4

卷第
%-

期
!

*CL)9F.<AE

!

O9

;

>9HL9=(&%5

!

V8<0%4

!

Q80%-

"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

(&%,#̀ &$-%

%(



升到
(&%-

年的
5$

分#对任课老师的授课方式方法的

满意度由
(&%(

年的平均分
-+

分上升到
(&%-

年的
5-

分(学生的平均到课率由
(&%(

年的
-(0&1

上升到

(&%-

年度的
5,0&1

(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

床技能竞赛中#本校连续
'

年获得华中赛区二等奖及

以上成绩(

表
%

!!

湖北民族大学临床医学生临床思维训练教学大纲#病种&

临床疾病 教学内容 分值分配$分%

心血管系统疾病 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
%,

内分泌系统疾病 糖尿病'肾上腺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血脂异常及脂蛋白异常血症
%,

呼吸系统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胸腔积液'呼吸衰竭
%&

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性溃疡'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胰腺炎'消化系肿瘤
%,

血液系统疾病 贫血'急$慢%性白血病'出血性疾病'血栓性疾病
%&

感染性疾病 发热'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感染性腹泻'血流感染
%&

风湿性疾病 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血管炎
%&

肾脏疾病 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急慢性肾衰竭'糖尿病肾病
%,

/

!

探索以
2̀ *

)

.̀ *

为导向的考试模式%强化医学生

的临床思维活动

!!

教学模式和考试模式是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的

改变必然要建立新的考试模式#新的考试模式必须要

适应新的教学模式的发展(以
2̀ *

'

.̀ *

为导向的考

试模式便应运而生#它是对以
2̀ *

'

.̀ *

为教学模式

的翻转课堂所取得成果的巩固和发扬(以
2̀ *

'

.̀ *

为导向的考试模式就是以临床病例和相关辅助检查

资料为题干#针对题干设计出一系列问题的考试模

式#试题尽可能地综合临床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实践技

能#思维过程包括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体征'体格

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其他辅助检查等#涉及各个器官

的各种常见病(通过以
2̀ *

'

.̀ *

为导向的考试模

式#强化了临床思维模式与临床的联系#树立了临床

思维教学贴近临床#服务临床的理念(任课老师也可

以通过考试初步掌握学生对临床思维方法的应用情

况和运用效果#并及时予以归纳总结(完成考试后#

任课老师及时将考试题与标准答案$包括解题思路%

以
227

'微信'易企秀'微视频等多种形式予以公布#

掀起考试后学习讨论的新高潮#拓宽了临床医学生的

知识面(

鉴于期末考试题量有限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考量#将对以
2̀ *

'

.̀ *

为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

考核纳入临床思维训练的期末考试成绩#所占分数比

例为该课程的
4&1

#并在临床思维训练教研室和临床

医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制订了/湖北民族大学临床医学

生临床思维训练课堂考核评价细则0#见表
(

#任课老

师严格按照考核评价细则进行评分#评分结果以百分

比表示#乘以教学大纲相应疾病所分配的分值#即为

某一系统疾病课堂教学的实际得分(该考核评价细

则为临床思维训练考试提供了规章制度#保障了教师

和学生的权利#激发了学生课堂学习的热情#端正了

平时不学习'考试前突击的错误学习态度(通过近
,

年来的实践证明#临床思维训练教学改革后#医学生

临床思维模式通过训练后更加成熟#自主学习的能力

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对临床医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更

加熟练#学习成绩明显提高#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

率显著提升#见表
'

(

表
(

!!

湖北民族大学临床医学生临床思维训练

!!!

课堂考核评价细则#分&

课堂考核内容 不熟悉 了解 熟悉 掌握

%0

课前预习#对病例的熟悉情况
& %

$

, 4

$

%&%%

$

%(

(0

相关疾病的概念
& %

$

, 4

$

%&%%

$

%'

'0

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体征
& %

$

, 4

$

%&%%

$

%,

+0

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
& %

$

, 4

$

%&%%

$

%,

,0

相关辅助检查结果的判读
& %

$

, 4

$

%&%%

$

%,

40

病史采集的技巧及体格检查的方法
& %

$

, 4

$

%&%%

$

%,

$0

相关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及诊断指南
& %

$

, 4

$

%&%%

$

%,

表
'

!!

湖北民族大学近
,

年临床执业医师学科成绩分析报告

年度$年%

是否开设临床

思维训练课程

报考执业

医师人数$

'

%

执业医师

通过人数$

'

%

执业医师

考试通过率$

1

%

临床医学部分试题

平均掌握率$

1

%

临床医学理解层次

平均掌握率$

1

%

临床医学应用层次

平均掌握率$

1

%

(&%'

否
(,, %(- ,&0(& ,505, 4(0&- 4&0$+

(&%+

是
(%% %+5 $&04( 4$0%% 4$0+5 450%$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5

月第
%4

卷第
%-

期
!

*CL)9F.<AE

!

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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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L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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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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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湖北民族大学近
,

年临床执业医师学科成绩分析报告

年度$年%

是否开设临床

思维训练课程

报考执业

医师人数$

'

%

执业医师

通过人数$

'

%

执业医师

考试通过率$

1

%

临床医学部分试题

平均掌握率$

1

%

临床医学理解层次

平均掌握率$

1

%

临床医学应用层次

平均掌握率$

1

%

(&%,

是
'&$ (&- 4$0$, 4,0$- 4$055 4$0%'

(&%4

是
'$' (,5 450++ 4-0$5 4405, 4$0-$

(&%$

是
'+5 (+, $&0(& 450-' 4-0(, 4-0'5

'

!

优化以
2̀ *

)

.̀ *

为教学模式的教师队伍%深化医

学教育改革

!!

从
(&%(

年起#湖北民族大学尝试教学改革#充分

利用其附属医院的资源优势#加强医学生技能培训的

课程体系改革#使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更加切合临床

实践(将临床思维训练教研室设置在湖北民族大学

附属民大医院$临床医学院%教学科#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的布局#从实际参与临床工作的人员中筛

选培养,双肩挑-的双师型优秀人员担任教学工作#促

进了学科建设的整合和发展#较好地利用了双方学科

的优势#既达到了教学相长#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问

题#也实现了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的目的(

为有效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临床一线工作

人员树立,既当名医#也当名师-的品牌效应#对,双肩

挑-的双师型教师#在绩效分配'职称晋升中予以倾

斜)

+

*

(对高校教师资格的认定实行严格把关#在满足

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基本条件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湖

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教师资格认定办法0的规定

进行评估#还需满足具有卫生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或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方可申请办理高校教师资格

证(对于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的,双肩挑-的双师型

教师每月给予
(&&

元的教学津贴(经过近
4

年的发

展#目前已形成了具有
4-

人的,双肩挑-的双师型教

师教学团队#硕博比例由
(&%(

年的
%%0%1

提高到现

在的
440$1

#其中教授
%(

人#副教授
%-

人#讲师
'-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4

人#

'

人获得校级,十佳优秀教

师-#

,

人获得校级青年教师优质课二等奖#建立起了

一支年龄'职称结构合理#素质好'学历高的优秀师资

团队(为以
2̀ *

'

.̀ *

为教学模式的创新和深化医学

教育改革增添了力量)

,

*

(

对运用
2̀ *

'

.̀ *

教学模式进行任课的老师#实

行考核评价淘汰制#考核内容包括学生评教'专家评

教和同行评教#其中任意一种评教得分低于
-&

分#撤

销其对临床思维训练
'

年内的任教资格#暂停教学津

贴的发放(

'

年以后申请再次任教#首先要通过教研

室组织的试讲#试讲时由
,

位同行专家组成的评委平

均得分大于或等于
5&

分视为通过(

1

!

小
!!

结

!!

通过实施以
2̀ *

'

.̀ *

为教学模式的翻转课堂#

探讨以
2̀ *

'

.̀ *

为导向的考试模式#优化以
2̀ *

'

.̀ *

为教学模式的教师队伍#使医学生对临床思维训

练课程更感兴趣#激发了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的欲

望#培养了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学习

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病例讨论#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4

*

#以点带面促

进了整个临床医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

合临床应用型医学人才的培养之路#为临床医学毕业

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全面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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