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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标准化患者联合案例教学法在内分泌系统疾病
临床见习示教中的应用*

蒋 鹏1,2,周厚地1,周训美1,王 娟1,陈光敏1,刘其聪1,张 瑞1,毛艳华1,孙聪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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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索教师标准化患者联合案例教学法在《内科学》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的教

学效果。方法 选取某校79名2020级口腔医学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内科学》内

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试验组采用教师标准化患者联合案例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对两

组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试验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77.6±
9.1)分

 

vs.
 

(70.6±12.8)分]、教 学 氛 围 总 满 意 度(90.9%
 

vs.
 

73.0%)、教 学 方 法 总 满 意 度(84.8%
 

vs.
 

70.3%)及学习兴趣程度(84.8%
 

vs.
 

51.4%)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教师标准化患者联合案例

教学法应用于《内科学》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可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满意度。
[关键词] 教师标准化患者; 案例教学法; 内分泌系统疾病; 临床见习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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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见习是对理论大课的重要补充,是医学生进

入临床实习前的关键过渡阶段。传统的临床见习示

教主要以住院真实患者为教学素材,对于医学生感受

真实的临床情景确有必要,但部分病例病情相对复杂

或缺乏疾病典型临床表现,对于尚无临床经验的医学

生可能产生困惑,不利于将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际。另外,内分泌系统的部分疾病(如甲状腺功能

亢进症)主要以门诊诊疗为主,住院病例较少,门诊患

者通常时间紧难以配合学生临床见习示教,且门诊患

者流动性大,更难筛选出良好的临床见习示教病例。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内分泌科常见的急症,在《内科

学》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教学中也十分重要,但疾病急

性期时患者病情不稳定,患者家属处于紧张状态,不
愿参与学生临床见习示教。病情稳定后,该疾病重要

的临床特征已消失,用于临床见习示教的价值有限。
教师标准化患者(TSP)是将经过特殊培训的教师当

做“患者”,在临床见习示教中模拟临床病例,学生可

以根据所学的理论知识实践性的进行 问 诊、查 体

等[1-2]。在《内科学》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

引入TSP可为学生稳定地提供典型病例,破解示教

课时真实病例缺乏或典型病例缺乏的困境。同时将

该TSP的病情总结形成典型病例,通过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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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以期提高学生学习积极

性,加深学生对示教疾病的认识[3]。重庆医科大学第

四临床学院内分泌系统疾病教研室尝试将TSP联合

CBL引入临床见习示教中,探索其在《内科学》内分泌

系统疾病示教课中的教学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重庆医科大学2020级

口腔医学本科学生,共79人。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
将他们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试验组共40人

(请假7人,实到33人),对照组共39人(请假2人,实
到37人)。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构成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以真实

患者为教学素材。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学时为

4学时,其中带教教师对内分泌系统疾病的重点知识、
床旁信息采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进行讲解1学时,
带教教师指导学生在床旁采集病史、查体、医患沟通1
学时(分为两组,一组选择病例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患者,另一组选择病例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带
教教师结合病例向学生讲授所学疾病的典型临床表

现,之后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引出该疾病的诊断、鉴别

诊断及治疗方案等2学时(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

病酮症酸中毒各1学时)。

1.2.2 试验组 试验组采用TSP联合CBL教学:
(1)参考理论课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第9版《内科学》
相关内容,构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2个典型病例的相关病史、体征、辅助检查及讨论

内容。(2)在内分泌科科 内 招 募 男 性 带 教 教 师 为

TSP,由高级职称及高年资主治医师对 TSP进行培

训、演练及考核。(3)学生对TSP进行问诊、查体,通
过医患沟通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针对该病例开具辅

助检查项目。(4)学生汇总分析该病例病史、体征、辅
助检查等内容,对该病例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

案进行分析讨论。(5)教师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及评

价,依托典型病例对重点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临床见

习学时为4学时,其中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2个TSP进行问诊、查体、医患沟通等临

床信息采集各1学时,对2个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及

重点知识的归纳总结各1学时。

1.2 观察指标 临床见习示教课后以主观问卷调查

的形式收集两组学生对本次教学的满意度情况,其中

教学氛围、教学方法的满意度分为5个等级,“很满

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计算总满意

度=(很满意+满意)人数/总人数×100%[4]。学习

兴趣分成4个等级,包括“很有兴趣”“较有兴趣”“一
般”“没兴趣”,计算学习兴趣程度=(很有兴趣+较有

兴趣)人数/总人数×100%[4]。以客观题闭卷考试形

式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考核,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掌握程度,考核分数为0~100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

独立样本均数的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 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分析 理论考核试卷共发放

70份(试验组33份,对照组37份),回收有效试卷

70份,回收率为100.0%。结果显示试验组考核成绩

(77.6±9.1)分高于对照组(70.6±12.8)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2.635,P<0.05)。见图1。

图1  试验组与对照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分布

2.2 教学满意度调查情况分析 共发放调查问卷70
份(试验组33份,对照组37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70份,回收率为100.0%。试验组教学氛围总满意

度、教学方法总满意度、学习兴趣程度分别为90.9%、

84.8%、84.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16.783、

9.379、9.252,P<0.05)。见表1。
表1  试验组与对照组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n(%)]

组别 n
教学氛围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试验组 33 22(66.7) 8(24.2) 2(6.1) 1(3.0) 0(0.0)

对照组 37 7(18.9) 20(54.1) 7(18.9) 2(5.4) 1(2.7)

组别 n
教学方法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试验组 33 19(57.6) 9(27.3) 3(9.1) 2(6.1) 0(0.0)

对照组 37 8(21.6) 18(48.6) 6(16.2) 5(13.5) 0(0.0)

组别 n
学习兴趣

很有兴趣 较有兴趣 一般 没兴趣

试验组 33 10(30.3) 18(54.5) 4(12.1) 1(3.0)

对照组 37 5(13.5) 14(37.8) 15(40.5) 3(8.1)

3 讨  论

  《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临床见习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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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内科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生们在学习

了理论大课后可以通过临床见习示教将相关理论知

识联系实际,有利于他们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融会贯

通,从而巩固所学[5]。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探索不

同的教学方法应用于《内科学》临床见习示教中,以期

改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SP及CBL均在临床教学中被较广泛的应用,

CBL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TSP的引入则弥补了部分疾病典型患者缺乏的不

足[6]。两者联合使用证实可提高教学满意度、教学质

量及医学生的综合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2,7-9]。
但同时必须认识到采用TSP联合CBL这种新的教学

方法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会更高,教师需要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典型病例的制作、TSP的培训考核

等,学生需要在临床见习示教课前对相关理论知识进

行复习回顾,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参与讨论发

言[10]。为得到更佳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

积极性,带教教师应该要想办法提高 TSP培训及典

型病例 的 质 量,这 是 TSP 联 合 CBL 教 学 成 败 的

关键[10]。
目前,在《内科学》特别是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

习示教中采用TSP联合CBL的报道较少。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内科学》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

采用TSP联合CBL的试验组,其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高于采用传统教学的对照组,且试验组理论知识考核

成绩处于80分及以上优良水平的占比为63.7%,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37.8%,提示TSP联合CBL教学模

式应用于《内科学》内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

可提升教学效果,这与文献[6,11]的报道相符。在教

学满意度调查方面,试验组教学氛围总满意度、教学

方法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在《内科学》内
分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引入TSP联合CBL教

学可提高教学满意度,此种教学方法得到学生的认

可。邓春燕等[4]的研究发现学习兴趣越高的学生其

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越好,提示教学要在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上进行一定的探索,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通
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就会将所学的知识掌握得

更好。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对照组,试验组的学习兴

趣程度更高,提示TSP联合CBL教学可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试验组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可

能与此相关,这与付洪海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TSP联合CBL应用于《内科学》内分

泌系统疾病临床见习示教中可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

学满意度,考虑可在《内科学》临床见习示教中进一步

推广,但仍需加大样本量并在其他内科系统疾病中进

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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