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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 讨 分 层 递 进 教 学 法 在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住 培)腹 腔 镜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成 效。
方法 选取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该院外科系统轮转并参与腹腔镜操作技能培训课程的50名住培学员作

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25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采用分层递进教

学法,各25例。比较2组理论知识、技能操作成绩及教学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各年级学员理论知识和技能

操作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教学满意度[88%(22/25)]优于对照组[51%
(1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住培腹腔镜教学中引入分层递进教学法,能切实增强教学

效果,有力提升学员满意度及各项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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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腹腔镜手术已广泛应

用于各类腹部手术中,并成为现代外科手术的一个重

要分支[1]。腹腔镜手术相比传统开腹手术具有创伤

小、恢复快等显著优势[2]。因此,提高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住培)学员在腹腔镜手术方面的操作技能显

得尤为重要。然而,腹腔镜手术技能的获取和熟练程

度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学习曲线,需要长时间的实践

和指导[3]。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住培学员

腹腔镜手术技能培训,成为医学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

问题[4]。
传统的教学模式常常采取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内

容,忽略了学员之间存在的知识和技能差异。这种

“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往往难以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

个性化学习需求,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员的学习

积极性[5]。分层递进教学法以其独特的针对性和灵

活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其通过将学员按照

能力和知识水平进行分层,然后针对不同层次的学员

设计不同难度的教学内容和实践训练。这种方法能

够更好地满足每个学员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此外,分
层递进教学法还能够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为
学员提供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环境[6]。

尽管分层递进教学法在住培的其他教育领域已

经显示出优越性[7-9],但在外科手术技能,特别是腹腔

镜手术技能培训中,这一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仍相

对匮乏。本研究探讨了分层递进教学法在住培腹腔

镜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效果,尤其是手术操作技能、理
论知识掌握及临床决策能力方面的效果,以期望为住

培提供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法,为住培学员的专业成长

和医学教育的改革开辟新的途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本

院外科系统轮转并参与腹腔镜操作技能培训课程的

50名住培学员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25名。纳入标准:(1)参加本院住

培;(2)专业为外科,涵盖一、二、三年级;(3)同意接受

调查研究;(4)年龄18岁及以上;(5)有阅读或言词表

达能力,能理解调查表所述内容;(6)完整参与腹腔镜

技能培训课程并完成所有考核。排除标准:(1)有严

重的精神类疾病、严重视力障碍或其他影响手术操作

情况;(2)曾经参与过其他腹腔镜手术技能的专业培

训项目。对照组学员中,男22名,女3名;平均年龄

(26.45±2.42)岁;一年级11名,二年级9名,三年级

5名;3名学员未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其余22名学员

均通过考试;均为本科。观察组中,男20名,女5名;
平均年龄(26.68±2.52)岁;一年级10名,二年级8
名,三年级7名;3名学员未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其余

22名学员均通过考试;研究生1名,本科24名。2组

学员的基线数据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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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教学方法 培训活动的讲授团队由经验丰富

的普通外科高级医师组成,包括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

师,确保教学质量和实践经验的传承。对照组实施基

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培训:遵循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住

培教学大纲,讲授人员根据大纲内容制作课件,并开

展面向所有学员的腹腔镜手术操作集体教学。该教

学法以讲授和示范为主,讲授人员首先详细解释腹腔

镜手术的步骤和技巧,然后进行现场操作演示。学员

在观看演示后进行自我练习,期间如有疑问,可向讲

授人员进行咨询。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会对学员进

行专业或水平上的分层教学,学员需要自行记录讲授

人员强调的重点,并进行个人复习和总结。观察组采

用根据中国医师协会住培教学大纲和本培训基地实

际情况设计的分层递进教学法。学员根据年级被划

分为不同层级,并根据执业医师考试的通过情况进一

步分类,以确保教学目标和要求与学员的实际能力相

匹配。培训采用个性化教学策略,在相同的时间和使

用相同的模型上,按照学员的层级和分类进行教学。
腹腔镜操作培训的具体流程如下:(1)微创外科理论

授课。为学员提供腹腔镜手术的综合理论基础,课程

内容涵盖腹腔镜设备与器械的使用原理、操作技巧及

维护方法。强调手术系统的组成、气腹设备的正确设

置和使用。此外,重点介绍腹腔镜下的持镜技术、手
术器械的选择与应用,并通过案例分析,深入解析腹

腔镜技术在普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中的应用。讲

解各种常见腹腔镜手术的操作流程和技巧,以及面临

的挑战和解决方案。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学员能够

对腹腔镜手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为后续的实践操作

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2)腔镜模拟训练箱基本操作

训练。在完成理论学习后,学员进入腔镜模拟训练阶

段,通过模拟训练箱进行具体的操作练习。训练内容

包括物体的抓取与转移、组织的缝合与打结,以及腹

腔镜下的荷包缝合术,具体分为3个部分:使用抓钳

进行夹豆操作,评分基于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在
模拟皮肤或猪肉上完成腹腔镜下缝合及打结操作,主
要评估缝合的完成度和质量;完成腹腔镜下荷包缝合

术,评价标准同样侧重于操作的完成度和缝合质量。
每项训练设有明确的操作要求和评分标准,确保学员

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掌握腹腔镜手术的关键技能。

1.2.2 观察指标 (1)对2组学员在理论知识和技

能方面的表现进行比较。理论考试均从“医学电子书

包APP(版本:3.4.59)”题库中随机组卷;而技能考试

包括涉及临床思维的具体操作评估,具体分为3个级

别:一年级学员进行的是腔镜下“夹豆子”操作,二年

级学员则进行腔镜下的缝合和打结,而三年级学员则

需完成腔镜下的荷包缝合术。理论考试与技能考试

均采用100分制,分数越高代表知识掌握程度越好。
(2)在分层递进式教学结束后,对住培学员进行教学

满意度调查。采用5级评分制度,包括极不满意、不
满意、中立、满意、非常满意。满意度=(满意人数+
非常满意人数)/总人数×100%。调查问卷内在一致

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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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学员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得分比较 观察

组各年级学员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得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2组学员教学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教学满意度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2组学员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得分比较(x±s,分)

项目
理论知识

一年级(n=21) 二年级(n=17) 三年级(n=12)

技能操作

一年级(n=21) 二年级(n=17) 三年级(n=12)

观察组 94.37±1.25 95.54±1.32 95.14±1.44 87.51±2.34 87.16±2.03 90.26±2.22

对照组 88.10±1.43 89.02±1.55 89.21±1.29 82.87±2.54 80.69±3.21 83.19±2.47

t 7.562 10.345 9.635 6.657 5.357 6.035

P 0.002 0.001 0.001 0.026 0.011 0.008

表2  2组学员教学满意度比较[n(%)]

项目 n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25 14(56.00) 8(32.00) 3(12.00) 0 0 22(88.00)a

对照组 25 5(20.00) 9(36.00) 9(36.00) 2(8.00) 0 14(56.00)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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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随着医学教育模式的演变,现有的传统教学方法

已渐显不足,难以满足现代住培中对于高水平和个性

化学习的需求。面对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的挑战,针
对性地加强腔镜技术的培训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

契合了当前医学发展的需求,更是为培育未来的微创

外科精英打下坚实的基础[10]。本研究探讨了分层递

进教学法在住培腹腔镜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成效,该方

法通过分层指导,针对不同层次学员的需求,实施个

性化培训策略,旨在全面提升学员的理论知识与实操

技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各年级学员理论知识和

技能操作得分及教学满意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提

示分层递进教学法能显著提升学员的理论知识水平

和技能操作能力,提高教学满意度,与既往许多研究

结果相似。蒋邦红等[11]的研究显示,分层递进式教学

法不仅能显著提高整形外科住培学员的考核成绩,还
能提升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及对急创伤治疗的信心,以
及对教学的满意度。王全桂等[12]的研究认为,分层递

进式教学法能显著提高住培学员的理论和技能成绩,
以及医患沟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研究

证实了分层递进教学法在提升腹腔镜操作技能训练

效果方面的有效性,为该方法在住培中的进一步应用

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本研究结果进一步强调了个

性化教学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与传统教学模式

相比,分层递进教学法通过更加精准的匹配教学内容

和方法与学员的实际需求,显著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

员满意度。这与当前医学教育改革的趋势相吻合,即
更多地采用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来提升教学质

量和效果[13]。分层递进教学法通过将学员划分为不

同的层级,针对各层级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教学

设计,旨在逐步提高学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该方法

不仅考虑了学员的基础能力差异,也注重了教学内容

的逐步深入,有助于学员更好地吸收和掌握复杂的腹

腔镜操作技能。与此同时,分层递进教学法的成功实

施也得益于讲授团队的高质量教学和实践经验的有

效传承,确保了培训活动的专业性和实效性。此外,
本研究也暴露了传统教学模式在满足学员个性化学

习需求方面的局限性,对照组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成

绩及教学满意度均低于观察组,这可能与传统教学法

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有关。即使在严格遵循教学大

纲的前提下,也需要探索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教学方

法,以适应学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未来的研究可以

进一步探索分层递进教学法在其他医学领域的应用,
以及如何优化该教学法以适应不同学科和不同层次

学员的具体需求[14]。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

新,如何将最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有效地整合到分层

递进教学法中,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虽然分层

递进教学法在提升学员学习效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但也应看到传统教学模式的长处。传统教学模式在

系统性和规范性方面具有优势,能够确保教学内容的

全面性和连贯性。因此,在推广分层递进教学法的同

时,也应该探索如何将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以
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综上所述,在住培腹腔镜教学课程中采用分层递

进教学法,能切实增强教学效果,有力提升学员满意

度及各项成绩,为提升医学教育质量和效果提供了有

价值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持。随着个性化教学在医

学教育中的日益应用,分层递进教学法有望在更广泛

的医学教育领域得到应用和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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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科普短视频对提高医学生物理课程学习兴趣的实践研究*

贾 兰1,周 瑜1△,冯 宇1,贾 蓉2

(1.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物理学教研室,重庆
 

400038;2.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庆400038)

  [摘 要] 物理类课程在医学人才培养中具有开阔思路、培养创新精神和提高科学素养的重要作用。然

而,近年来,该课程在医学院校中的教学实施越来越困难,学生对课程重视程度不够,考试不及格率高,两极分

化现象严重。该文以本科医用物理学教学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交流的方式,对学生的物理基础、求

学心理和学习喜好等进行分析,提出以科普短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改革措施,并持续多年在大班教学和小

班教学中开展混合式教学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改变了部分学生对物理认知较为片面的现状。学生的期末考

核成绩快速提升,优良率稳步增长,不及格率大幅下降。该研究表明学习兴趣能极大促进学生发挥主观能动

性,是教师围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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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是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是创新型人

才辈出的重要社会基础[1]。综合国内外学者机构的

探讨,科学素质概括为科学知识、科学的研究过程和

方法、科学品质3个方面。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中最

基础的学科,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
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的科学,其对提高学生科学素

质和培养创新意识具有重要作用[2]。
医学生学习物理,能有助于系统地掌握现代医学

所需要的物理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方

法,为后续专业课学习及将来从事医疗卫生和科研工

作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医学人才培养中起着开阔

思路、激发创新精神、提高科学素质的重要作用[3-5]。
然而,近年来,大学物理相关课程在医药类专业大学

的教学实施越来越困难,根据教育部大学物理教指委

医药专业物理工作委员会对76所医药类专业大学物

理课程调查研究表明,在参与调查的绝大部分一般高

校中,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均在

一定程度上都未能对这门如此重要的基础课程给予

应有的重视,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直接影响了

学生的数理基础,造成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6]。

1 开展教学实践研究的学情分析

  2019年起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世界公认的普

及化阶段,教育发展的重点也正在向内涵式质量提升

转型。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必须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需要强化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学习投入和质量,
因材施教已成为教师们心中达成的共识。在独立设

置的医学院校中,物理这样的公共基础课程面临的困

境与近几年学生的物理基础、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等

方面均密不可分。

1.1 新高考下学生的物理基础差异大 2014年9月

国家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这
也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为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考试压力,
促进学生全面、有个性的发展,有的地区实行“3+X”
的高考方式,按照“专业+总分”的考录模式进行人才

选拔。物理在这样的改革政策下,最先并未受到试点

地区学生足够的重视,2017年浙江高考生选择物理科

目百分比约为27.5%,上海也仅约30.0%。在参与

教育部大学物理教指委医药专业物理工作委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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