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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辅助教学在心内科实习教学中的探索与
实践

程云仙 王侃 南金良 马群超 马盛辉 王晨

[摘要] 目的 探究ChatGPT辅助教学在心内科实习教学中的价值。方法 选择在心内科实习的临床医学五年制

本科生 66名，随机分为实验组（31名）和对照组（35名）。对照组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实验组学生在传统教学方

法基础上，联合ChatGPT的辅助教学。2 周实习结束后，比较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并通过问卷星调查分析学员对

ChatGPT 辅助教学的满意度和效果评价。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24，P＜0.05）。调查问卷显示，所有实验组学生都对ChatGPT辅助教学满意，其中非常满意 25名（80.65%），满意

6名（19.35%）。27名（87.09%）学生支持临床实习中加入ChatGPT辅助教学，29名（93.54%）学生认为ChatGPT人机

互动体验优于传统搜索引擎，28名（90.32%）学生认为ChatGPT辅助教学学习效果更好。结论 ChatGPT辅助教学

能有效提高心内科实习教学效果，提高医学生学习主动性与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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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 in cardiology internship education CHENG Yunxian，

WANG Kan，NAN Jinliang，et al.Department of Cardiology，Quzhou Branch，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
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Quzhou 324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 in cardiology internal medicine intern⁃
ships. Methods Sixty-six fifth-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31 students）and a control group（35 students）.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using
traditional classroom methods，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dditional instruction assisted by ChatGPT on top of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After 2 weeks of practice，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and the satisfac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ChatGPT assisted teaching were analyzed by questionnaire star sur⁃
vey.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2.24，P＜0.05）.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with 25 students（80.65%）being very satisfied and 6 students
（19.35%）being satisfied. Twenty-seven students（87.09%） supported the integration of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 in
clinical internships，while 29 students（93.54%）believed that th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experience with ChatGPT
wa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search engines.Twenty-eight students （90.32%） considered that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
led to better learning outcomes. Conclusion ChatGPT-assisted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outcomes
of cardiology internal medicine internships，enhance the initiative of medical students in learning，and increase teach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cardiology； medica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给医学教育带来了新契

机[1]。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

理工具，能够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交流，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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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互动、知识检索归纳分析等功能[2]。研究表明，

ChatGPT可直接补充既往网络资源教学“缺乏有效

的互动方法和技术”“缺乏对学生个性化问题的探

讨与指导”“难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缺点[3,4]。

ChatGPT 的出现可能会给医学教育带来新的变

革。作为医学生，更需要对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有一

定了解。此前，我科基于钉钉平台的心内科实习教

学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开展 2年余，目前已在实习教

学中常规应用。本次研究将钉钉平台与ChatGPT应

用结合，以求充分利用与国内外优质网络资源和先

进工具，探究ChatGPT辅助教学对提升心内科实习

带教效果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3年1 月至2023年6 月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实习的 2018
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按照时间截点分为实验

组（31名）和对照组（35名），2023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心内科实习学生为对照组，2023年 4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心内科实习学生为实验组。所有

实习学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前都进行了医学综合课

程考试。本次研究通过了伦理委员会审批。实

验组中男性 16 名、女性 15 名；平均年龄（22.50±
0.50）岁；入科前理论考试成绩（23.51±1.99）分，对照

组中男性18名、女性17名；平均年龄（22.70±0.45）岁；

入科前理论考试成绩（23.48±2.13）分。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学生给予传统教学，学生在临床

跟组进行2 周的实习，期间穿插进行入科教育、小讲

课、心电图解读、病例讨论、备考知识点讲解答疑、

以及教学查房等。实验组学生在对照组同样的教

学基础上，增加了ChatGPT辅助教学。具体方案为：

学生入科时教师即建立钉钉群，学生在群内提出问

题，构建提问语句，进行交互问答，在得到ChatGPT
的答案后，将互动语句发群，正确的问答教师予以

肯定（如：使用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控制

血压时需注意哪些情况？答：①肾功能不全：血管

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使用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时需要谨慎，因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可能进一步损害肾

功能。②孕妇或计划怀孕的女性禁用：血管紧张素

受体拮抗剂类药物可能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③高

钾血症：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可能引起高

钾血症，需要监测血钾。④低血压：血管紧张素受

体拮抗剂类药物可能导致低血压，需要密切监测血

压。⑤药物相互作用：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

物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需谨慎评估。而

对于少部分不完善或错误的答案，如问：风湿性心

脏瓣膜病二尖狭窄合并房颤时，选择什么样的抗凝

治疗方案比较合适？答：在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二尖

瓣狭窄合并房颤的患者中，抗凝是必要的。抗凝治

疗方案应考虑：瓣膜狭窄的严重程度、患者的年龄、

肾功能、出血风险以及其他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等。常见的抗凝治疗方案为：①口服抗凝药物（例

如华法林）：对于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合

并房颤的患者，华法林是一种常用的口服抗凝药

物。然而，使用华法林需要定期监测国际标准化比

值并调整剂量，以确保在适当的抗凝范围内。②直

接口服抗凝药物如：达比加群、阿哌沙班、利伐沙班

等，在房颤患者中已被广泛使用，并且相对于华法

林，直接口服抗凝药物更方便使用，不需要频繁的

监测。然而，事实上对于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二尖瓣

狭窄患者，特别是瓣膜狭窄严重的患者，直接口服

抗凝药物目前并不常规使用。此回答不正确，教师

当时即指出问题所在，师生讨论并查询资料，由教

师总结，整理为文档保存。

1.3 考核方式 所有实习学生在实习结束后均参

加了医学综合考试Ⅲ。

1.4 问卷调查 通过问卷星设计实习心内科线上

教学调查问卷。实习结束后发放相应问卷，调查实

习学生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和对线上教学过程和效

果的评价。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χ2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学生在实习期内，每人平均在钉钉群内

发布ChatGPT互动问答（15.80±4.87）条，教师审核后

统计 ChatGPT 对学生提出的临床问题回答准确率

95.80%。

2.2 教学成果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医学综

合考试Ⅲ心内科的成绩分别为（83.50±9.98）分、

（74.20±10.70）分，实验组学员的理论成绩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4，P＜0.05）。
2.3 学生对 ChatGPT 带 教 策 略 过 程 及 效 果 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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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学生对ChatGPT辅助教学的满意度 所有实

验组学生都对ChatGPT辅助教学满意，其中非常满

意25名（80.65%）、满意6名（19.35%）。

2.3.2 学生对ChatGPT辅助教学的优缺点评价 实

验组实习学生中，全部实习学生认为ChatGPT辅助

教学的优点包括：人机提问互动不受限于示教室、

提问时间灵活、人机问答可回看。29名（93.54%）学

生认为ChatGPT人机互动体验优于传统搜索引擎，

28名（90.32%）学生认为 ChatGPT 辅助教学学习效

果更好。同时，ChatGPT辅助教学的缺点包括：30名
（96.77%）学生认为ChatGPT人机互动时不能接触患

者。23名（74.19%）学生认为 ChatGPT 人机互动时

受限于网络信号，有时卡顿。26名（83.87%）学生认

为目前 ChatGPT 仍存在少量错误回答。 23 名

（74.19%）学生认为ChatGPT如遇错误答案时，教师

的审核和纠错可能延迟，造成误导。29名（93.54%）

学生认为目前ChatGPT辅助教学比较适合备考，但

实际病例分析能力仍欠缺。22名（70.96%）学生认

为ChatGPT目前不能分析心电图、心脏彩超等图像

资料，辅助教学能力有限。

2.3.3 学生对ChatGPT辅助教学的意向调查 实验

组实习学生对ChatGPT辅助教学的意向调查显示：

在复习备考心内科知识点讲解答疑环节，26 名

（83.87%）学生认为 ChatGPT 辅助教学更好，2 名

（6.45%）学生认为传统线下模式更好，3名（9.68%）

学生认为两者没有区别。对于心电图讲解环节，

5名（16.13%）学生认为ChatGPT辅助教学更好，24名
（77.42%）学生认为线下传统模式更好，2名（6.45%）

学生认为两者没有区别。在临床病例讲解问答环

节，3 名（9.68%）学生认为 ChatGPT 辅助教学更

好，27 名（87.10%）学生认为线下传统模式更好，

1 名（3.22%）学生认为两者没有区别。而对于

ChatGPT辅助教学总体印象调查中，27名（87.10%）

学生支持临床实习中加入ChatGPT辅助教学，2名

（6.45%）学生不支持临床实习中加入ChatGPT辅助

教学，2名（6.45%）学生表示无所谓。

3 讨论

将ChatGPT与钉钉平台相结合，以增强医学生

心内科实习的效果，这一创新方法通过与传统教学

方法的融合，能够为学生和教师带来双重益处。由

于实习生初次接触临床环境，部分学生因师生和医

患互动的压力而犹豫提问，导致实习效果不佳。此

外，部分带教老师因门诊和手术繁忙，可能无法及

时回复学生提问。然而，ChatGPT辅助教学能够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建立人机互

动与师生互动的良性循环，观察到学生更倾向于提

问、讨论和参与师生互动，从而激发了主动学习的

能动性，并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指出，ChatGPT可以帮助

教师设计个性化教学场景，提升学生的临床问题解

决能力，并提高教学研究效率[5]。

在本次研究中，采用ChatGPT辅助教学的实习

学生在医学综合理论考试中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

组，这表明 ChatGPT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全面

的学习机会，从而提高其学习成绩，特别是备考效

果。国外已有研究表明，超过 75% 的医学生认为

ChatGPT辅助教学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体验[6]。作

为临床教学的有效工具，ChatGPT具备以下显著特

点：①高时效性：ChatGPT可充当虚拟教学助手，迅

速回应学生的各类医学问题，并及时推送所需学习

资源[7]。这种即时响应机制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

还增强了学生获取知识的便捷性。②减轻教师负

担：通过提供即时反馈和全天候访问权限，ChatGPT
有效缓解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它不仅能解答解剖

学、组织学等复杂医学科目中的疑问，还能为学生

提供持续的支持。实习学生对ChatGPT辅助教学的

整体满意度较高，因其具有时间灵活、地点自由、方

便回放及查找资料等优点。特别是在心内科实习

期间，由于带教老师可能因临床任务繁忙而无法随

时指导，ChatGPT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教师的角

色，进一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③增强互动性和

主动性：与以往网络资源教学相比，ChatGPT弥补了

“缺乏有效的互动方法”的不足，能够更好地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与ChatGPT的互动，学生不

仅能获得详尽的知识解答，还能在互动过程中培养

自主学习的能力。

尽管认识到 ChatGPT 在现阶段展现出诸多优

势，但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如下：①准确率

有待提升：本次研究中，ChatGPT 的问答准确率为

95.80%，尽管这一成绩较为优异，但由于算法和知

识库更新周期的限制，对于某些临床问题的回答仍

存在一定误差。因此，在讨论环节中，教师需适时

介入并进行必要的纠正[6]。这表明虽然ChatGPT能

够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但是在关键领域仍需专业

（下转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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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②人文关怀方面的不足：ChatGPT的回复倾

向于正式书面语言，而临床医生面对的是真实病

人，沟通时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因此，当使用

ChatGPT提供的答案进行医患沟通时，需谨慎斟酌

语句，并充分考虑患者的感受。带教教师在此过程

中应起到引导作用，帮助学生理解如何在技术辅助

下更好地实践人文关怀。③多模态分析能力有限：

目前，ChatGPT在处理图像、声音及具体病例分析方

面的能力尚待提升。例如，它无法有效解读心电

图或心脏超声等图像资料，对复杂临床病例的分

析也存在不足。因此，在涉及这些内容的教学中，

传统教学模式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以

ChatGPT为代表的AI技术在临床诊疗、随访、护理、

医学教育及医院管理等多个健康相关领域展现了

巨大的应用潜力。虽然现阶段仍面临一些挑战，但

是变革已经拉开帷幕。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充分利

用其优势，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同时，也必须认

识到，在当前阶段，教师的干预和监督在学生与

ChatGPT互动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确保

教学质量并最大化技术带来的益处。

综上所述，ChatGPT辅助教学能有效提高心内

科实习教学效果，提高医学生学习主动性与教学满

意度。ChatGPT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工具，虽有局

限，但通过合理的应用和教师的有效指导，可以在

医学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教育方式的不断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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