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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CBL）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在眼科及全科医学规培生培养教学中的

应用及效果评估。方法 选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住培基地轮转的 40名学员，其中眼科和全科医

学规培学员各 20名，随机分为CBL+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模式教学（试验组）和传统普通授课教学（对照组），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从 10 个方面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结果 试验组学生评价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44，P＜0.05）。试验组学生在学习积极性提高、对临床诊断帮助、临床分析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自由度、

课程内容满意度、教学内容实用性满意度、学生适应性满意度、教学效果的即时性、教学效果的持续性等 10 个方面

均有更高评价，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分别=-4.16、-4.93、-4.14、-4.99、-4.25、-4.25、-2.68、-5.25、

-4.09、-3.08，P均＜0.05）。在试验组中，学习积极性提高、对临床诊断帮助上眼科医生评价更高（Z分别=-2.63、

-2.73，P 均＜0.05），而在教学内容实用性满意度上、教学效果的即时性和持续性上全科医生评价更高（Z 分别=

-2.39、-2.71、-3.13，P均＜0.05）。结论 在眼科及全科医学规培生培养教学中，CBL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的教

学模式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学习效率，发挥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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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BL combined with ophthalmic multimodal imaging diagnosis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ophthalmic and general medicine students AI Jing，SUN Yuan.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zhou 310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ase-based learning（CBL）combined with ophthalmic mul-

timodal imaging diagnosis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ophthalmic and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Method Totally 40

students in the ophthalmology residential training base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

cine，including 20 students in ophthalmology and 20 students in general medicine，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BL+oph-

thalmology multi-mode image diagnosis mode teaching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raditional general teaching（control

group），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 from 10 aspects.Result Th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Z=-5.44，P

＜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evaluat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enthusiasm，clinical diagnosis help，clinical analysis ability，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learning freedom，course content

satisfaction，teaching content practicability satisfaction，student adaptability satisfaction，effect of teaching immediacy，

effect of teaching persistence，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Z=-4.16，-4.93，-4.14，-4.99，-4.25，

-4.25，-2.68，-5.25，-4.09，-3.08，P＜0.0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ophthalmologists had higher evaluation on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clinical diagnosis help（Z=-2.63，-2.73，P＜0.05），while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 had higher

evaluation on teaching content practicability satisfac-

tion，practical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the effect

of teaching immediacy and the effect of teaching persis-

tence（Z=-2.39，-2.71，-3.13，P＜0.05）. Conclusion
I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and teaching of ophthalmic

and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the teaching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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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 combined with ophthalmic multimodal imaging diagnosis is helpful to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

tive，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o play better teaching effect.

[Keywords] Ophthalmology； case-based learning； multimodal image diagnosis；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 stan-

dardized training for medical students

眼科学是医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门学科，其专

业性很强，解剖结构精细、检查手段复杂等特点，使

得临床学习较为困难，而且眼科在临床医学课程中

相对课时偏少，实际操作机会更少[1，2]，眼科规培生

的培养成了眼科毕业生正式进入临床前的关键教

育阶段，同时，对于全科医生，住院规培阶段在眼科

时间更少，因此，亟需探索一种高效可行的教学方

案，使得眼科毕业生快速进入眼科临床医生的角

色，也可以帮助全科医生更快速的了解眼科的常见

病及眼科影像分析系统。案例式教学（case based
learning，CBL）是目前比较常用的一种临床教育方

式，但是 CBL的教学如果仅使用传统查体手段，效

果不佳[3]。目前，多模式影像系统可以给与学生非

常直观的展示病变范围，更符合临床教学实际。本

次研究探索 CBL 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在眼科

及全科医学规培生培养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年 1 月至 2021年 9 月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进行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的眼科及全科医学规培生共 40名，眼科

和全科医学规培学员各 20名，其中男性 14名、女性

26名，年龄 23~30 岁，平均年龄（26.83±1.55）岁；所

有学生均为本科以上学历；规范化培训≥1 个月。

随机分为CBL+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模式教学（试

验组）和传统普通授课教学（对照组），试验组

20 名，其中男性 7名、女性 13名；年龄 24~29 岁，平

均年龄为（26.80±1.74）岁。对照组20名，其中男性7
名、女性 13 名；年龄 23~30 岁，平均年龄（26.85±
1.35）岁。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均＞0.05）。
1.2 方法 试验组采用CBL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

诊断教学模式，围绕典型病例带领学生拓展学习[4]，

下面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授课举例：课前，教师

从病房收治的病例中选取典型的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案例，将案例展示给学生，包括病患病史资料，专

科查体情况，多模式影像检查资料（包括眼底荧光

血管造影、黄斑部相干光层析成像术、眼底广角欧

堡照片/普通眼底照片、B超等）；并布置课前作业，

包括该疾病的发病原因，诊断标准，国内外分期标

准，治疗方案（眼底激光适应证、抗血管内皮细胞生

长因子治疗适应证、玻切手术适应证等），诊疗国际

进展等；引导学生自学，教导规培生如何在各种中

文文献网站及英文 Pubmed等网站上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再预先指定一位规培医师对该病患进行病史

采集，指导学生进行病人专科查体，并指导如何分

析利用多媒体影像学资料帮助诊断。授课当天，规

培生进行该病人的病例汇报，包括病人的基本情

况、专科查体，以及各项影像学诊断的图片，之后该

规培生进行病例汇报及病例分析，陈述自己的观

点，提出自己对疾病的理解，带教老师予以适当引

导，对重要知识点和疑难问题进行深入讲解。课堂

最后，教师对病史采集、专科检查和病例讨论中存在

的问题及就课前作业的问题（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诊断标准、鉴别诊断、治疗方案、手术适应症等知

识要点）进行全面概括总结，对难点进行适当的补

充。课后，结合上述CBL具体病例学习，教师分享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国际前沿文献，学员进行后

续讨论，分享文献学习收获。对照组学生为普通授

课，即每周科室的规培小讲课教学，教师在课堂上按

照教学大纲要求对学科内容按传统方式授课。

1.3 评价指标 眼科及全科规培生都在眼科规培

1 个月后，采用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包括

学习积极性提高、对临床诊断帮助、临床分析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自由度、课程内容满意度、教学

内容实用性满意度、学生适应性满意度、教学效果

的即时性、教学效果的持续性等10 个方面对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每项10 分，总分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ｔ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四分

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 Mann-Whit⁃
ney U秩和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评价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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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评价问卷调查结果比较/分

组别

试验组

眼科医生

全科医生

对照组

眼科医生

全科医生

学习积极

性提高

9（9,10）*

10（9,10）

9（7.8,9）#

7.5（7,8）

7（7,8）

8（7,8）

对临床

诊断帮助

9（8,9）*

9（9,10）

8（7.8,9）#

7（6,7）

7（6,7）

6.5（5.8,7.3）

临床分析

能力

8（8,8）*

8（8,8.3）

8（7.8,8）

7（7,7）

7（7,8）

7（6.8,7）

自主学习

能力

9（9,10）*

9（9,10）

9（9,10）

7（7,7.8）

7（6,7.3）

7（7,8）

学习

自由度

9（9,10）*

9（9,10）

9.5（9,10）

8（7,9）

8（7,9）

8（7,9）

课程内容

满意度

9（8,9）*

9（8,9）

8.5（8,9）

7（6,8）

7（6,8）

7（6,8）

教学实用

性满意度

9（8,9）*

8（7.8,9）

9（8.8,10）#

8（7,8）

8（7,9）

8（6.8,8.3）

学生适应

性满意度

9（8,9）*

9（8,9）

9（8,9）

7（6,7）

6（6,7.3）

7（6,7）

教学效果

的即时性

9（8,9）*

8（8,9）

9（9,10）#

7（6,8）

8（6.8,8.3）

7（6,8）

教学效果的

持续性

9（9,10）*

9（8,9）

10（9,10）#

8（7,9）

7.5（6.8,9）

8（8,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眼科医生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试验组学生评价总分为 88（87，89

分）高于对照组的 74（71，75.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Z=-5.44，P＜0.05）。试验组学生在学习积极性

提高、对临床诊断帮助、临床分析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学习自由度、课程内容满意度、教学内容实用性

满意度、学生适应性满意度、教学效果的即时性、教

学效果的持续性等 10 个方面均有更高评价，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 分别=-4.16、
- 4.93、- 4.14、- 4.99、- 4.25、- 4.25、- 2.68、- 5.25、
-4.09、-3.08，P 均＜0.05）。在试验组中，学习积极

性提高、对临床诊断帮助上眼科医生评价更高（Z分

别=-2.63、-2.73，P均＜0.05），而在教学内容实用性

满意度上、教学效果的即时性和持续性上全科医生

评价更高（Z分别=-2.39、-2.71、-3.13，P均＜0.05）。

在对照组，各项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分

别=-0.76、-0.44、-1.17、-0.96、-0.47、-0.04、-0.28、
-0.82、-1.35、-1.18，P均＞0.05）。
3 讨论

CBL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法，将传统以教师为

主体的教学方式改为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1,4]。眼科多模式影像学检查对眼科教学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比如眼底欧堡拍照，与

传统眼底照相相比，欧堡照片对于眼底拍照范围更

大，更全面，对于指导教师教学可以起到更加直观

的作用；根据欧堡照片指出病变部位，进而指导规

培生接下来的病患查体，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结

合眼底荧光造影（观察渗漏及新生血管）、黄斑部相

干光层析成像术（观察黄斑水肿），可以弥补无法肉

眼检查所见的病变部位，做到精确诊断，这种教学

方法增加了眼科医师的信心，缩短了学习周期，提

升了教学质量，使受培训者更快更好地掌握诊断

技能。

本次教学实践及教学评估显示，CBL联合眼科

多模式影像诊断的教学模式能明显提高眼科规培

生及全科医学规培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提高学习

积极性，增强自主学习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学习自

由度，使得教学内容实用性满意度更高，教学效果

的即时性和持续性也得到充分体现。本次研究进

一步显示，在CBL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的教学

模式中，眼科医生与全科医生相比，学习积极性提

高更多，对临床诊断帮助上也更高，充分体现了此

种教学方式的教学深度。同时，本次研究结果还显

示，CBL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的教学模式对于

全科医生在教学内容实用性满意度，教学效果的即

时性和持续性发挥了更大的优势，使得原本在眼科

轮转时间短的劣势得到了充分地改善，全科医师经

常会接处伴有眼病的病人，因此即使离开眼科，在

临床诊断上也会得到进一步地学习和提高。CBL联

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的教学模式符合临床诊疗

规律，将教和学进行互动联结，带教老师从传统模

式中的教学主导者变为学习引导者和协助者，为医

学生提供自主学习资源，从而鼓励引导规培医师积极

主动参与学习，帮助和解答规培生的困惑。学员在学

习讨论过程中需要主动学习，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

也提高了文献检索的能力，增强了前沿知识的储备。

带教老师在团队中引导、修正、探讨的指导身份更容

易得到学生的认同，使得教学满意度得到提升。

规培学员在 CBL 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的

教学模式中，经历了主动的资料收集、病例分析学

习、总结转化的教学实践，学员在此一系列的实践

学习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带教老师的引导下分

析实际临床病例，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

的过程，加深了临床学习的效果。同时，学员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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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己的科研基础，分享该病种实验室科研新方向

及临床研究，实现教-学-研的多方位结合。全科专

业规培生在眼科轮转的时间很短，但要求掌握的知

识面很广，这是眼科专科的特殊性。比如糖尿病、

高血压患者等往往伴有眼底病变，因此，如果能通

过影像学资料初步判断患者的眼部病情，对于提高

医疗资源利用率，准确筛查分流病患，提供患者便

捷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在眼科及全科医学规培生培养教学

中，CBL联合眼科多模式影像诊断的教学模式有助

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学习效率，

发挥更好的教学效果。但基于本次研究时间尚短，

研究人数有限，有待进一步延长研究时间和扩大研

究人数验证此教学方案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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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期刊编辑、出版工作的网络化，我刊现已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

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所以，向本刊

投稿并录用的稿件文章，将一律由编辑部统一纳入以上数据库，进入因特网提供信息服务。凡有不同意者，

请另投它刊或特别声明需另作处理。不再另付稿酬。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杂志社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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