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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在
口腔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陈 瑶,郭秉琨,郇 颖,贾子剑,齐俊男

(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首都医科大学怀柔教学医院口腔科,北京
 

101400)

  [摘 要] 目的 研究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口腔临床教学中的运用,并

对其与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比较,评估教学效果。方法 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以该院2019、2017级五年制临床

专业37、35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分别使用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模

式进行教学,并通过考核成绩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估。结果 观察组学生理论课成绩、操作技能

成绩、学习方式新颖程度、学习过程有趣性、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知识理解、临床操作等方面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适合口

腔医学临床教学,并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以疾病为主线教学法; 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 联合教学; 临床口腔; 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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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专业与其他医学专业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如
包含的知识点更多,实际学习难度较大,部分知识点

较抽象,不容易理解等,因而传统教学模式难以获得

令人满意的效果[1]。以疾病为主线的教学方法是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显著避免了过去

采用乏味的理论灌输学习方法的缺陷,使学生通过对

具体临床病例进行分析,结合所学的内容,做出合理

的诊断和准确的治疗。近年来,有研究提出了情景模

拟教学法,这种方法强调提升学生学习的参与性和主

动性,倡导利用自由发挥、对角色的理解和先进知识

的主动输入,从而增强学习体验感,深化记忆,进一步

有助于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准确诊断疾病和进行治

疗[2]。本研究将以疾病为主线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情

景模拟2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并应用于口腔临床教学

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组以本院2019级五年制临床

专业37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7名,女20名;
年龄18~22岁,平均(20.50±1.19)岁。对照组以

2017级五年制临床专业35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12名,女23名;年龄19~22岁,平均(20.51±1.
16)岁。2组学生均由同一组带教教师负责口腔医学

专业的教学工作。2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组学生接受的

授课内容都包括口腔颌面应用解剖及生理、牙体牙周

组织疾病、口腔常见黏膜病、口腔颌面部感染、口腔局

部麻醉及拔牙术、口腔颌面部损伤、口腔颌面部肿瘤

等,均符合教学大纲统一内容。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为

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①授课前学生进行预习,教
师进行集体备课,准备病例,选择典型病例,提前预约

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并进行沟通,自愿参加并积极配合

教学工作。②课程正式开始前,先由授课教师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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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简短培训,说明此次学习的内容、任务,主要针对

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③授课流程:由2名授

课教师配合进行授课,其中一名教师对常见疾病进行

理论讲解,包括发病原因、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
诊断、治疗及注意事项;这种疾病讲解完成后由另一

名教师将患该种疾病的患者请进教室或诊室,向学生

展示该种疾病的具体直观表现,并进行治疗操作,再
次重复教授临床操作的注意事项。④授课前通过微

信群向学生发送本节课学习的相关内容,具体疾病种

类,在学生中征集患相关疾病的学生,例如龋病、牙周

病、牙髓病、根尖周炎、口腔黏膜溃疡等,可以请患病

学生充当患者,其余学生轮流充当医生,进行相关检

查及处理,相互进行拍照、拍视频上传微信群,学生可

直接在微信群播放视频进行互相评议,授课教师可以

对每位学生进行评议,总结归纳。⑤课程结束进行考

核。(2)传统教学法:授课教师备课、制作幻灯片-进

行讲解、授课-学生被动听讲-课后看书复习、背
诵-课程结束考核。
1.2.2 评价指标 通过期末考核成绩对2组学生进

行评估,72名临床本科学生均按理论及技能考核评分

表进行考核,考核成绩(100分),由
 

2
 

名口腔科非授课

教师完成考核。进行匿名式问卷调查后,分别收回

2组学生的问卷。随后,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对其

进行评价及自我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或差,
 

2
分表示不满意或及格,3分表示一般或中等,4分表示

满意或良好,5分表示非常满意或优秀。见表1。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连续变量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比较采用χ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理论课成绩、总

成绩、操作技能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2.2 2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2组学生在学期

结束前进行问卷调查,在学习方式新颖程度、学习过

程有趣性、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知识理解、
临床操作等反馈评价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
 

)。见表3。
2.3 2组男、女生总成绩及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2组

学生分别按照男、女进行分类,在总成绩及问卷调查

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

表3。
表1  评价指标细则

评价内容 分值(分)

疾病的发病机制:常见口腔疾病的种类、发病机制 15

疾病的症状和体征、诊断、鉴别诊断、辅助检查 50

疾病具体的症状 10

疾病的体征、查体、相关的辅助检查 30

结合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进行初步诊断 5

与其相关的鉴别诊断 5

疾病的治疗原则及注意事项 35

每种疾病的治疗原则 25

每种疾病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0

总分 100

表2  2组学生理论及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理论课成绩 操作技能成绩 总成绩

观察组 37 54.38±4.15 36.13±3.13 90.43±6.45

对照组 35 48.16±3.57 30.44±4.13 81.46±5.28

t - 7.259 6.487 7.384

P - <0.05 <0.05 <0.05

  注:-表示无此项。

表3  2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新颖度 有趣性 自主学习 独立思考 知识理解 临床操作

观察组 37 4.62±0.57 4.57±0.38 4.73±0.14 4.58±0.32 4.63±0.29 4.54±0.28

对照组 35 3.81±0.17 3.59±0.38 3.84±0.45 3.23±0.31 3.15±0.28 3.12±0.16

t - 6.231 7.231 7.386 6.529 7.126 7.189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注:-表示无此项。

表3  2组男、女生总成绩及问卷调查结果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n=37)

男(n=17)
 

女(n=20)

对照组(n=35)

男(n=12) 女(n=23)

总成绩 90.13±5.21 90.42±5.17 81.64±4.98 81.94±4.55

问卷调查 4.54±0.28 4.48±0.37 3.26±0.17 3.24±0.21

t
 

7.384 7.126

P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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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口腔医学主要研究口腔及颌面部疾病诊断和防

治等内容,涉及诸多理论知识,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

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更要注重临床实践,因为口

腔各项诊疗工作的实操性强,医生要为患者进行准确

有效的操作,以确保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治疗。目

前,国内口腔医学教育以理论课(讲授)为主,辅以实

验课实习。口腔专业教师在理论知识或临床教学中

通常采用较为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为主导给学生

提供信息和知识,学生表现为被动地接受相应的知识

内容并记忆[3]。进一步的临床实践中,由于受到诊疗

安全、患者就诊意愿等因素限制,大多数学生独立完

成治疗病例的机会较少。实践性学习和锻炼机会的

缺乏,导致学生的诊疗能力难以取得长足的进步、满
足社会医疗需求[4]。

传统的教学方法虽然可以保证教学的实施,但是

学生参与机会较少,主体性得不到发挥,而教学效果

将受到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深度与广度的直接影响,
因此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显示出滞后性,逐渐无法与

现代教学需求相适应、匹配[5-7]。以疾病为主线的教

学方法的核心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方法显著

改善了过去采用乏味的理论灌输学习方法的缺陷[8]。
情景模拟教学内容与临床实际结合非常紧密,明显提

升了教学的吸引力,这将有效激发见习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动力,充分发挥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启发

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提升了学生的临床实践技能和

诊疗水平,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和沟通能力[9]
 

。因临床

专业学生学习口腔医学课时有限,将以疾病为主线的

教学方法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相结

合,这样可以突出重点,将口腔科的常见病、多发病进

行归纳、总结,在有限的时间内使授课内容更清晰,更
简单,更容易掌握;在以疾病为主线的前提下,以学生

为中心,充分展现临床最真实的情景,进行充分的模

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课堂更生动、更有趣、学生

更容易记忆,从而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理论课及操作技能

课成绩较对照组均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后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分析,观察组学

生在学习方式新颖程度、学习过程有趣性、自主学习

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知识理解、临床操作等反馈评价

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将观察组及对照组的学生分别按照男、女进

行分类,在总成绩及问卷调查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
 

),提示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

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一样,对

学生性别没有特别的要求。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法,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

为中心的情景模拟教学法环节较多,对时间要求高,
比较难掌控。所以就要求教研室授课教师集体合作,
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患者及学生与患者之间更好地沟

通与配合,分清主次,掌握重点、难点,逐渐规范化和

制度化,以发挥该教学法最大的优势。
综上所述,以疾病为主线联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情

景模拟教学法适合口腔医学临床教学,可取得良好的

效果,值得在医学教学中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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