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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在产科临床思维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该院妇产中心的34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学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n=
17)和对照组(n=17)。研究组采用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法。比较2组“有效

发言”和“有效总结”次数、考核成绩,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研究组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进行“有效

发言”和“有效总结”的次数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研究组考核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中,94.12%的住培学员认为教学方法对自己的学习有帮助,82.35%
的住培学员认为教学方法有助于拓展临床思维,70.59%的住培学员认为同伴互学有助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取

得帮助。结论 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有助于提高住培学员学习讨论的积极性,也有助于促进产科

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其可作为常规教学方法的一种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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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思维培训是产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
培)的重要内容。但是,产科医患关系复杂、病情变化

迅速等特点降低了住培学员参与诊治、接受临床思维

培训的机会;同时,产科临床工作的复杂性和忙碌性,
耗费了临床带教教师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给教学任务

的完成带来更多挑战。若能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

上,寻找新的方法进行补充,将有助于提升产科临床

思维培训的效果。近年来,同伴互学法作为一种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已经在多个临床教学领域取得

了积极成果[1-2],其不仅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提高

学员的学习自主性[3],而且有助于学员操作实践技能

的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4]。2022年2月国

家新颁布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力

考核标准方案(2022)》,对住培学员临床思维能力的

考核提出了明确要求。本研究探讨了基于案例教学

的同伴互学法对促进临床思维培训的作用,为产科教

学方法的改进提供更多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妇产中心的34名住培学

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二年级住培学员20名、一年级

住培学员14名。以年级为分层因素,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住培学员分为研究组(n=17)和对照组(n=

17)。全部住培学员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具备本科及

以上学历。

1.2 方法 各组内每4~5个住培学员分成1个小

组,共8个小组,各小组内建立微信群,并推荐组长1
名。住培学员入组后,开展摸底考试1次,以线上闭

卷考试方式进行,设置50道客观题(单选题、多选题

和判断题),考试内容与病理产科相关,用于判断2组

住培学员理论知识掌握水平的可比性。(1)研究组采

用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设计3个模拟教

案(主题分别为产后出血、胎盘早剥和子痫),安排2
名人员(非研究对象)进行演练,并录制演练过程,作
为案例学习的资料。住培学员完成病理产科相关的

理论知识复习。指导教师每天将模拟案例视频发至

小组微信群内,指导组长针对视频内容积极展开小组

内讨论,内容包括视频中表现好的方面和需要改进的

地方,并积极总结个人从中学到的技能和知识。讨

论、总结的内容均与当天案例主题有关,每天1个主

题,共培训3
 

d。培训结束后,统计每位住培学员的

“有效发言”和“有效总结”次数,其中“有效发言”指与

讨论主题相关的提问、讨论、解答和总结的发言,“有
效发言”次数大于或等于10次定义为“积极讨论”;
“有效总结”指与讨论主题相关、获得同组学员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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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认可的归纳性总结。(2)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

法:指导教师每天将模拟案例视频发至微信群内,安
排住培学员观看视频后提出相关问题,组长收集各个

住培学员提出的问题,由指导教师在微信群内解答,
其余措施同研究组教学方法。

通过“接诊和沟通”“临床思维”2个考站的考核对

教学效果进行评估,考核标准参考《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标准方案(2022)》。考核

完毕后,发放问卷调查研究组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共发放调查问卷17份,回收有效问卷17份,有效回

收率为10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或中位数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t检验。2组“有效发言”和“有效总结”次数的对

比采用非参数 Mann-Whitney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摸底考试成绩比较 研究组、对照组摸底考

试成绩分别为(66.77±10.67)、(65.71±10.53)分,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91,P=0.773),
具有可比性。

2.2 2组讨论参与情况比较 研究组、对照组进行

“有效发言”的总次数分别为242次(中位次数为12
次)、34次(中位次数为1次),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17.000,P<0.001)。研究组、对照组进行

“有效总结”的总次数分别为66次(中位次数为3
次)、7次(中位次数为0次),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23.800,P<0.001)。研究组中有11位住

培学员进行了“积极讨论”,全部成员均进行了“有效

总结”。对照组中无住培学员进行“积极讨论”(仅有9
位住培学员进行了“有效发言”,发言次数最多为7
次),仅有7位住培学员进行了“有效总结”(每人各

1次)。

2.3 2组考核成绩比较 研究组考核成绩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组考核成绩比较(x±s,分)

项目 研究组(n=17) 对照组(n=17) t P

接诊和沟通 76.08±11.60 62.36±11.05 3.530 0.001

临床思维 84.53±9.24 76.07±9.58 2.618 0.013

2.4 研究组问卷调查结果 94.12%的住培学员认

为教学方法对自己的学习有帮助,82.35%的住培学

员认为教学方法有助于拓展临床思维,70.59%的住

培学员认为同伴互学有助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取得

帮助。见表2。
表2  研究组问卷调查结果[n(%),n=17]

项目 是 否

对自己的学习有帮助 16(94.12) 1(5.88)

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 11(64.71) 6(35.29)

有助于掌握理论知识 12(70.59) 5(29.41)

有助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11(64.71) 6(35.29)

有助于拓展临床思维 14(82.35) 3(17.65)

有助于强化操作技能 3(17.65) 14(82.35)

有助于培养沟通能力 6(35.29) 11(64.71)

有助于培养合作能力 9(52.94) 8(47.06)

有助于发现不足并取得帮助 12(70.59) 5(29.41)

3 讨  论

3.1 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提高了住培学

员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有
效讨论”次数和“积极讨论”住培学员比例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提示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能促

进住培学员之间的讨论,其原因可能是教学方法本身

的新颖性增加了住培学员学习的兴趣,并且与情景模

拟案例相结合,带来更多的生动性,有利于推动住培

学员积极参与讨论;住培学员充当教师角色指导他人

学习,获得更多成就感,从而推动了住培学员在讨论

中的参与度,也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和记忆[3];与教

师主导的临床带教模式比较,采用同伴互学法时,住
培学员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3.2 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训练了住培学

员的总结能力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主导了学习和讨

论,由教师进行总结,住培学员进行被动的学习,其参

与分析总结的机会非常欠缺。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

组进行“有效总结”的次数高于对照组。通过总结,住
培学员不仅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更是促进了分析总

结能力的提升,这对临床思维的训练尤为关键。

3.3 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节约了教学资

源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同伴互学法不受场地、时间

限制,可设定一个时间段进行讨论学习。小组内各成

员可在临床培训结束后选择充裕的时间进行;带教教

师无需过度介入讨论过程,仅在讨论分歧明显、无法

讨论出结果时给予适当引导,节约了教学资源,这在

国内其他研究中也得到印证[5]。模拟案例教学法可

采用现场教学的方法进行,也可以通过录制视频方式

进行,其中录制的视频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被多次

使用。同伴互学法被视为成本效益比较高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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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因此增加了该方法在产科教学中的可行性。基

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在

国外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7-9]。

3.4 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提高了临床思

维培训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考核成绩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

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优于传统教学法。
第1站(“接诊和沟通”)设置1个病例,需要住培学员

通过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获取足够的临床信息,然后

阐述诊断、鉴别诊断和处置决策,并进行医患沟通,考
核了住培学员进行病史采集的全面性、准确性和诊断

及鉴别诊断能力,也考核了临床思维能力。第2站

(“临床思维”)直接通过病例考核住培学员的诊治思

路。因此,这2站都考核了住培学员的临床思维能

力。通过住培学员之间的充分讨论、对病例的总结分

析,不仅可以发现自己对知识理解的不足,而且可加

深对产科疾病(如产后出血、胎盘早剥、子痫等重症)
正确诊治方式的理解和掌握,从而促进临床思维能力

的提升。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82.35%的住培学员认为

教学方法有助于拓展临床思维,70.59%的住培学员

认为同伴互学有助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取得帮助。
通过讨论、主动纠正错误并接受正确的知识,是临床

思维提升的重要步骤。有研究显示,同伴交流显著促

进了对患者安全隐患的再认识[10]。同伴互学法在临

床单项技能培训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11]。系统结构

化的同伴互学法有助于多站式临床技能考核通过率

的提升,适用于现行的住院医师临床技能培训[12]。
综上所述,基于模拟案例教学的同伴互学法有助

于提高住培学员学习讨论的积极性,也有助于促进产

科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其可作为常规教学方法的一

种有效补充。由于参加本研究的住培学员数量偏少,
施教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临床思维的培训,因此该教学

模式是否在团队合作、单项技能操作方面起作用,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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