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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临床教学中三明治教学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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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在精神病学学习过程中,如何采用三明治教学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临床分析

思维。方法 选取滨州医学院大学三年级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学生分为观察组(83人)与对照组(78人),
观察组学生采用三明治教学法,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课程完成后对两组学生分别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 在课堂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在促进解决临床问题能力满意度、教学中的兴趣感及满意度总分上评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问题解决能力方面,观察组在具有拟定假设的能力、具有拟定并

决定学习项目的能力、所拟之学习项目涵盖不同的观点、有效应用逻辑思考及相关证据、协助小班课程的时间

管理、处理同学间互动及处理冲突能力和总分上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互动及沟

通技巧方面,观察组在主动分享想法与意见、口头表达能力、应用检索工具的能力及总分上评分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学生课前准备方面,观察组学生在学习内容涵盖多种资料来源、课前有针对上

课内容充分准备、增加知识面及总分上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三明治教学法

在精神病学中的应用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兴趣、主动解决问题与沟通能力等。
关键词:三明治教学; 精神病学; 临床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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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治教学法是通过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的交

替,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三明治教学

法产生后,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将其引入医学课堂

教育中[1]。三明治教学同时展示了交叉学习、小组讨

论、学习汇报等多种教学模式,增加了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的参与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实践-学习-
再实践”或“学习-实践-再学习”的教学过程,强调“做
中学、学中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反复、深入思考

与探索问题,加深对书本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临床

实践能力,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2]。我国目前多

采用以教师、书本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虽然

其在知识的传授效率方面占优势,但学生主动思考与

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不强,可能出现学生学习效果不

佳、兴趣缺乏、积极性低等不良教学结果[3]。如果要

让学生克服学习惰性,教师就必须在教学设计方面进

行改善[4]。三明治教学法通过多个师生、生生互动环

节,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互

动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和协作能力,从而对学

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培养[5-6]。研究发现,三明治教学

在内分泌科、眼科、小儿外科等学科的教学应用中取

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7]。由于精神病诊断并无严格

的病理指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需要注重学生理

论知识与实例相结合[8]。不仅如此,现代医学发展日

新月异,即便走出学校,医学知识的学习也要不断持

续,而掌握最新科研成果的重要途径就是个体的自主

学习能力[9]。已有的国内研究发现,学生对三明治教

学法应用于课堂教学表现出极大的认可度[10]。为提

升课堂教学效果,本研究尝试将三明治教学法应用于

精神病学课堂的教学中,并对教学结果进行分析与

讨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取样法,选取滨州医学院

大学三年级4个精神病学班级本科生作为教学对象。
随机选择2个班级作为观察组,另外2个班级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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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滨州医学院精神病学教学总学时为60学时,
由2名教师同时带教。2名带教教师各带1个观察

组、1个对照组班级,平衡教师变量的主效应。观察组

学生接受三明治教学法,对照组学生接受传统的讲授

式教学。观察组2个班级学生共计83人,其中男生

26人,女生57人,平均年龄(21.19±0.94)岁;对照组

2个班级学生共78人,其中男生23人,女生55人,平
均年龄(21.02±0.90)岁。所有学生均自愿参加本研

究,学生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课堂设计 本校学生通常所接受的授课模式为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讲授式教学保障了教学内容的

深度和体系,但忽略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临床经验的

培养。观察组中三明治教学设计了如下的教学步骤:
理论学习-实践讨论-再理论学习。在课程开始前,教
师首先对接受三明治教学法的学生进行预分组,共分

成6组。教学过程如下,(1)开场白:教师以“同是抑

郁症患者,然而药物的选择为什么不同?”为议题,引
出教学内容。(2)围绕议题,提出如下问题引导学生

思考、学习:①患者是否合并躯体疾病;②患者是否有

抑郁症家族史,服用何种药物有效;③患者是否伴焦

虑症状,怎样区别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④患者是否

伴精神病症状;⑤患者有无药物过敏史;⑥患者目前

是否服用过其他药物。(3)小组讨论:根据分组,学生

进入各自的小组,针对案例和问题进行资料查找、讨
论。随后对学生进行二次分组,二次分组后进行交叉

讨论。二次讨论结束后,由小组派出学生代表对讨论

结果进行汇报。(4)教师小结:教师根据学生汇报的

内容进行总结,并在总结的过程中鼓励学生交流互

动,帮助学生反思自主学习的过程,查漏补缺、扬长避

短。(5)建立“金鱼缸”:教师根据所学习的内容,提出

案例相关问题,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及利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提出以下案例,患者,女性,
72岁,既往有心脏疾病,心电图检查异常,正在服用降

压药和降糖药,目前心烦,夜眠差,食欲下降。请问该

患者应该如何选择药物,服药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

题? 教师随机选择学生组成新的小组进行讨论。其

他学生认真聆听,可适时发言,参与讨论。(6)总结:
教师解析案例,解答案例涉及的各种问题,然后围绕

学习目标,对本节课的相关理论知识和临床应用进行

总结。(7)反馈:学生针对此次教学内容,从课前如何

准备、学习能力及学习收获等方面给予评价及反馈。
(8)答疑:教师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疑惑,并布置课后

作业。要求学生通过查阅文献,了解抑郁症患者治疗

的各种方法。
1.3 课程评价表 教学任务完成后,由学生填写自

编课程评价表。量表包括学生满意度、学生问题解决

能力、学生互动与沟通技巧、学生课前准备4个项目。
每个项目得分10分,分值越高表示学生对教学过程

在该条目上的认可度越高。问卷采用匿名反馈的形

式保障学生评分的真实性。学生均在课堂现场独立

完成问卷作答。共回收问卷161份,其中有效问卷

150份,问卷有效率为93.2%,其中观察组回收有效

问卷77份,对照组回收有效问卷73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 在课堂满意度方面,观
察组的学生促进解决临床问题能力满意度、教学中的

兴趣感及满意度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 两组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比较 在问题解决能力

方面,观察组在具有拟定假设的能力、具有拟定并决

定学习项目的能力、所拟之学习项目涵盖不同的观

点、有效应用逻辑思考及相关证据、协助小班课程的

时间管理、处理同学间互动及处理冲突能力和总分上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2.3 两组学生互动与沟通技巧比较 在互动与沟通

技巧方面,观察组在主动分享想法与意见、口头表达

能力、应用检索工具的能力及总分上评分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学生课前准备比较 在学生课前准备方

面,观察组在学习内容涵盖多种资料来源、课前有针

对上课内容充分准备、增加知识面及总分上评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1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x±s,分)

组别 n
对本组教学方式的

满意度

提高基础知识理解

能力满意度

促进解决临床问题

能力满意度

教学中的

兴趣感
学习效率感 总分

观察组 77 9.42±0.53 9.29±0.76 9.21±0.71 9.06±0.89 8.94±0.99 47.25±2.24

对照组 73 9.21±0.71 9.16±0.62 7.84±1.26 8.11±1.20 8.95±0.74 43.56±4.29

t 1.788 0.996 7.687 4.693 -0.071 5.379

P 0.076 0.321 <0.001 <0.001 0.94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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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n
具有拟定假设的

能力

具有拟定并决定

学习项目的能力

所拟之学习项目

涵盖不同的观点

分享内容具有

正确性与建设性

有效应用逻辑思

考及相关证据

协助小班课程

的时间管理

处理同学间互动

及处理冲突能力
总分

观察组 77 9.10±0.88 9.14±0.83 9.16±0.89 9.18±0.81 9.10±0.83 8.95±1.03 9.03±0.97 63.64±2.96

对照组 73 8.99±0.86 8.81±0.88 8.51±1.12 9.11±0.81 8.70±1.27 8.56±1.00 8.51±1.08 57.18±2.27

t 0.827 2.268 3.917 0.512 2.167 2.158 2.692 3.003

P 0.041 0.025 <0.001 0.610 0.032 0.033 0.008 0.013

表3  两组学生互动与沟通技巧比较(x±s,分)

组别 n 主动分享想法与意见 口头表达能力 应用检索工具的能力 总分

观察组 77 9.16±0.90 9.21±0.90 9.05±0.95 27.37±2.61

对照组 73 8.78±0.96 8.84±0.94 8.66±1.06 25.27±2.02

t 2.339 2.358 2.188 2.860

P 0.021 0.020 0.030 0.005

表4  两组学生课前准备比较(x±s,分)

组别 n
学习内容涵盖

多种资料来源

课前有针对上课

内容充分准备

所占据的时间

是值得的
增加知识面 总分

观察组 77 9.25±0.72 8.97±1.42 9.26±0.88 9.45±0.54 38.22±2.19

对照组 73 8.67±1.00 8.52±1.06 9.03±1.32 8.13±0.84 35.19±1.69

t 3.670 2.207 1.273 2.616 3.208

P <0.001 0.029 0.205 0.010 0.002

3 讨  论

为了加强学生对精神病学内容的理解及未来在

临床实践中对所学知识的应用,学习阶段需要让学生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良好

的学习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课堂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在

促进解决临床问题能力满意度和教学中的兴趣感上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说明三明治教学较传统教学更

能促进学生自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小组讨论中体

现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强化学生这种自主能力

的培养及日后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学生在探索问

题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从而建立自主学习的信

心,增加对三明治教学的学习兴趣。
在问题解决能力方面,两组学生在具有拟定假设

的能力、具有拟定并决定学习项目的能力、所拟之学

习项目涵盖不同的观点、有效应用逻辑思考及相关证

据、协助小班课程的时间管理、处理同学间互动及处

理冲突能力方面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由于三明治教学法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探索,
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各抒己见。学生在经历自主学

习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提出假设,涉猎多种观点,因
而三明治教学组学生的各项评分明显较高。传统教

学法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没有得

到重视。在三明治教学法中,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自我认知及自我评估的能力得到充分培养。在团队

的协作过程中,大家相互帮助,准确把握课堂时间,强
化团队的时间观念。如果团队中存在分歧,在协调的

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调整步伐,形成一致意见,锻炼

了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另外,由于三明治教学需要学生在课前、课中及

课后做更多的准备和分析工作,虽然会增加学生学习

的负担,但通过自学的过程,学生涉猎知识较多,知识

面得到扩展,学生对于较多的学习付出 还 是 能 接

受的。
传统教学采用灌输的教学方式,主要角色是教

师,对于学生的课前准备要求较低。三明治教学法则

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调动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

能力及团队精神,使其主动参与学习中。
三明治教学法将教学过程建立在学生主动探索

与实践的基础上。让学生在不同的角度观察、探索、
思考问题,并在反复的讨论过程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

通,使学生真正理解并学会应用课堂知识。与此同

时,三明治教学法重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间的

沟通,在学习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一键分

享的主动性及自我反思与评估能力。而这些能力在

日后的临床工作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为学生的临床

工作打下基础[11]。
需要注意的是,三明治教学法也有缺点,对于有

一定学习基础的学生,在案例学习的过程中,其可以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理论基础薄弱或需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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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学科结构的纯理论教学,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仍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三明治教学法在学生打下一

定学科基础后,在理论知识向临床实践转换的过程

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精神病学教学过程中,采
用三明治教学法与传统教学相融合的方式,不仅使学

生能够充分理解、掌握相关课程知识,也可以提升学

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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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案例教学法在口腔医学研究生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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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改良案例教学法(CBL)在口腔医学研究生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依据

课程时间安排,将该院21名2016级硕士研究生纳入CBL组,将20名2013级八年制学生纳入传统教学组。改

良CBL包括临床病例检查分析、颞下颌关节弹响分析、咬合关系的转移与分析及上颌稳定咬合板的调等内

容,传统教学则以架操作为基础的理论讲授为主。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教学效果。结果 CBL组的学

生临床思维模式自评问卷各项目的满意度均高于传统教学组,其中“用学思维分析自身专业问题”及“调整固

有的临床问题诊断思路”项目的满意度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CBL组的学生临床实践能力

各项目的满意度均高于传统教学组,其中“提高对咬合、咀嚼肌群、颞下颌关节等相关疾病的诊治能力”及“提高

对临床问题的系统性诊断能力”的满意度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与传统实验教学方

法相比,改良CBL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内化学知识,提升临床思维及实践能力。
关键词:学; 实验教学; 改良案例教学法; 传统教学;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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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是一门以咬合功能特点为重点教学内容的

口腔医学核心课程,主要研究咬合的形态与功能、咬
合与颞下颌关节、咀嚼肌等相关结构的相互关系,主
要在口腔医学研究生阶段授课。该阶段学生已完成

口腔基础课程的学习,进入各口腔亚专业(如正畸学、
修复学、牙周病学等)的临床实习。口腔治疗是围绕

咬合而展开的,咬合理论对口腔修复治疗、正畸治疗、

正颌手术、牙周治疗、牙体充填及颞下颌关节病的治

疗等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各口腔专业的学生

掌握并运用学知识,不但有助于自身专业的学习,
更有助于处理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病例[1]。但是,学

既包含基础医学内容,又涉及临床医学内容,知识面

广,难度较大,而传统实验教学主要停留在架等仪

器使用教学的层面上,学生普遍存在知识内化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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