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课后复习题、课后讨论等丰富的教学资源供学生

预习、复习等;线下将教学活动设计多样化,以学生为

中心,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互动参与式教学、问
题引导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
(3)利用线上课程在运行过程中生成的各种数据,对
学生学习全过程进行大数据管理,全程关注学生的学

习情况。(4)借助线上课程学习平台,加强教学互动

过程,提高学习效果。利用在线平台的便利,实行课

堂积分制,促使学生线下积极回答问题、讨论,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由于在线学习提供的便利,教师答疑、指
导及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不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约束,
实现及时和有效率的师生互动交流。(5)考试与考核

改革,注重学习全过程的评价。课程考核成绩由实验

考核成绩、线下理论考试成绩和线上学习成绩三部分

组成。利用在线平台的便利,实行课堂积分制,利用

线上课程在运行过程中生成的各种数据,对学生学习

全过程进行大数据管理,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

价。(6)立德树人,专业知识中融入思政元素。充分

发掘蕴藏在专业知识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将一些时代

的、正能量内容引入到课堂,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将思

政教育内容更好地融入教学过程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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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物理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传统以教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医学生学习该

课程的需求。教只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学生的学习实践、实践后的思考、思考后再实践才是一个完

整的教学过程。因此,该教学组积极尝试了“教学思做”的闭环完整教学模式在《物理诊断学》中的应用,参与该

教学模式的医学生对《物理诊断学》知识的理解更深刻,掌握更扎实。
关键词:教学思做; 闭环模式; 微课; 翻转课堂

中图法分类号:R44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1)21-3207-03

  《物理诊断学》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

梁课程,是开启临床医学大门的钥匙。医学生将终生

使用《物理诊断学》课程中所学的基本技能与方法。
《物理诊断学》中的问诊与体格检查是医生获取患者

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方式,不可被替代和跨越。而实训

课是帮助学生掌握问诊与体格检查技能的重要课程。

传统的教学注重教的环节,忽略了学生学习、思考、实
践的环节。如何上好实训课,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掌握

问诊与体格检查这些基本技能,如何使学生具备更强

的临床胜任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教学组采用

“教学思做”的完整闭环教学模式,将微课、思维导图、
情景教学法、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法、翻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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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电子模拟人、标准化患者、真实病房实践等教学方

法应用于《物理诊断学》实训课中,同时组织学生利用

周末的时间对校区家属、社区人员进行义诊。通过多

样化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所学知识反复实践、思考,
学生不仅可以更扎实地掌握《物理诊断学》的知识和

技能,而且可以把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践中解决

真实问题,使学生具有更强的临床胜任力,为今后的

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1 微课中的“教学思做”
  微课是以教学微视频为核心载体,基于一个学科

知识点或结合某个教学要素、环节,精心设计和开发

的微型优质学习资源。微课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尊重每个独立个体的学习个性化与差

异化,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它采取视频的形式,更
直观,且不受时间与场地的限制,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需求反复观看[1-2]。
1.1 教学实施情况 本教学组将微课主要运用于学

生的课前预习与课后巩固中。带教老师将实训课内

容分为数个小的章节(如一般状况检查、生命体征的

检查、头颈部查体、淋巴结检查、胸肺查体、心脏查体、
腹部查体、脊柱四肢查体、神经系统查体),提前录制

上课需要学习的查体视频发给学生学习,让学生观看

视频后自己练习并录制查体视频发给老师点评,点评

后反馈给学生,学生再次录制视频交给老师点评。这

样学生在上实训课前对所学内容已经有所了解,而且

知道了自己实际操作中的难点,上实训课时学生能更

快更好地进入课堂状态,且能更有效地利用课堂时间

来解决自己的难点问题。老师也能在课前更好地了

解哪些是学生易犯的错误,哪些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课堂上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讲解与纠正,师生之间可

以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提高课堂效率。学生课后重

新录制本次课程需要掌握的查体内容,再次交给带教

老师点评,进一步强化巩固所学内容。微课的实施过

程中学生需反复学习、实践、思考,最终将所学知识与

技能完全内化,形成了“教学思做”的闭环模式,使学

生不断进步。为了提高微课的质量,本教学组不仅对

老师录制的微课进行教学质量控制,而且在学生中采

用问卷的形式收集学生对微课学习效果的评价。微

课的制作、应用、反馈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
不断的调整、改进,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1.2 教学效果评价 微课调查问卷中85%的学生可

以掌握90%以上的学习内容,15%的学生可以掌握

70%~90%的学习内容。所有学生均非常清楚授课

的重点、难点,90%的 学 生 能 掌 握 本 节 课 的 重 点、
难点。

微课的应用使得课堂上用于传授知识的时间缩

短。而且因为课前的反复练习及老师的点评,使得学

生在课堂上只需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很好地掌握本节

课的知识。这样在课堂上就有时间进行思维拓展练

习。本教学组采用PBL教学法[3]联合思维导图法[4-5]

将目前所学问诊及查体技能与既往所学的理论知识

联系起来,分析查体所见异常体征,更好地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更有实战性,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2 PBL联合思维导图中的“教学思做”
2.1 教学实施情况 PBL教学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

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6]。但是PBL教学法的

成功实施需要建立在学生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否
则会让学生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而

思维导图在系统教学方面有强大的优势[7]。本教学

组将PBL教学法与思维导图教学法联合应用到《物理

诊断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既帮助学生将知识系统

化又帮助学生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2 教学效果评价 PBL联合思维导图教学法调查

问卷显示,68%的学生可以掌握90%以上的学习内

容,21%的学生可以掌握70%~90%的学习内容,
11%的学生可以掌握50%~70%的学习内容。
3 翻转课堂中的“教学思做”
  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地吸收内化所学知识。本

教学组选取胸肺检查、心脏与血管检查、腹部检查、脊
柱四肢关节神经系统检查4个章节的大课内容,将学

生分组,每组抽一名学生,以翻转课堂[8-9]的形式让学

生利用教材、视频、网络医学课程网站等在教员辅导

下及小组成员的通力合作下制作20
 

min微课汇报

PPT,将所掌握的内容及遇到的问题进行汇报,集中

讨论,教员答疑。翻转课堂使学生产生较强的好奇心

和参与愿望,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调动了学

习积极性,真正实现以学为主的教学理念,更关注学

生认知体验式的教学过程。经调查,96%的学生非常

喜欢这种独立探索、协作学习的方式。90%的学生愿

意自己作为主讲人参与到翻转课堂中来。
经过微课、PBL联合思维导图教学法、翻转课堂

三轮“教学思做”的闭环教学过程后学生已经能很好

地掌握所学内容。再经过电子模拟人让学生体会各

种异常体征,完成四大穿刺基本技能和操作训练。随

后组织学生利用周末时间对校区家属及社区人员进

行义诊查体,加强人文素养。在学生脑海里积累了一

定查体及与对方交流的经验后组织学生到病房进行

真实临床实践。经过上述层层递进、逐渐深入的培训

学习后,学生更能感受到实训课的实际价值与意义。
本教学组按照“教学思做”的完整闭环教学模式,

采用微课、思维导图、翻转课堂、电子模拟人、义诊、真
实病房实践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反复练习、反复思考、
反复实践,将所学知识很好的内化,为今后的临床工

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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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六西格玛管理法在优化老年健康体检流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该院2018
年1-4月(实施六西格玛管理法前)的老年体检者50人,同年5-11月(实施六西格玛管理法后)的老年体检者

50人为研究对象。比较实施前后老年体检者体检所需时间、体检效率及体检可信度;并由专人通过邮寄问卷和

电话回访的形式调查六西格玛管理法实施前后上述老年体检者的满意度。结果 实施后体检所需时间较实施

前有明显缩短,且体检效率及体检可信度得分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后老年体检者对

体检各方面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后老年体检者主诉体检不适与护患

纠纷发生率明显低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六西格玛管理法在老年健康体检流程中的

实用性与可行性较高,明显提高老年体检者的舒适体验度与满意度,可为广大老年体检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

服务。
关键词:六西格玛管理; 老年; 健康体检;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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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医学科诊疗的体检对象高龄化趋势明显[1],
为提高健康体检的安全和质量,防范高龄风险,不断

完善健康体检流程,本研究借助六西格玛管理法统计

学工具,系统地改善和控制体检服务流程中的质量缺

陷,通过对体检对象、流程、数据、团队等要素的资源

整合实现最佳体检服务[2]。2018年5-11月,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老年体检者体检引入六西

格玛管理法,取得了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5-11月本院体检中

心接收的50例老年体检者,实施六西格玛管理法,其
中男34例,女16例;年龄61~86岁,平均(72.51±
6.82)岁;小学文化2例,初中文化1例,高中文化4
例,大专及以上43例;另选取2018年1-4月未实施

六西格玛管理法的50例老年体检者进行对照研究,
男35例,女15例;年龄60~84岁,平均(73.5±8.2)
岁;小学文化1例,初中文化2例,高中文化5例,大
专及以上42例。所有老年体检者均自愿参与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实施前后老年体检者的基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纳入标准[3]:(1)无交流认知障碍;(2)居住本地,
符合体检随访要求。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肝、
肾等脏器功能异常;(2)肢体功能障碍及语言交流障

碍;(3)有精神病史。
1.2 方法 传统体检护理模式:体检人员发放体检

表,常规讲解体检知识与相关注意事项,并指引其按

照表中项目依次达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体检完毕后

收回体检表通知受检者定期回院来取,对体检异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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