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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关节镜手术实操在骨科专科医师培训中的应用价值
探索

孙雪武 施培华

[摘要] 目的 探究肩关节镜手术实操在骨科专科医师培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招募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参加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和

对照组。以肩袖损伤为教学内容，所有对象在入组前均接受 2 h的理论学习。实验组采用全程参与肩关节镜手术

的教学，对照组采用播放手术录像的方式教学。比较两组学员的课外学习时长、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的课外自主学习时长≥5 h比例、手术记录考核优秀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10.99、

9.23，P均＜0.05），理论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6，P＜0.05）。同时实验组的教学满意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t=2.62，P＜0.05）。结论 采用肩关节镜手术实操培训是提高骨科专科学员学习积极性、提升骨

科专科培训效果的实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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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shoulder arthroscopy operation in orthopedic specialist physician training SUN Xuewu，SHI
Peihua.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zhou
3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houlder arthroscopy surgery in the training of orthopedic
specialist physicians. Methods Totally 40 students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tandardized ortho⁃
pedic physician training at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August 2021 to July
2023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The rotator cuff
injury as the teaching content.Prior to enrollment，all subjects underwent 2 hours of theoretical learning.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houlder arthroscopy surgery，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watching
surgical videos.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tracurricular study time，examination scores，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extracurricular self-directed learning time ≥5
hours and the excellent rate of surgical record assess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χ2=10.99，9.23，P＜0.05）.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2.66，P＜0.05）.At the same time，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2.62，P＜0.05）. Conclusion Utilizing hands-on shoulder arthroscopy sur⁃
gery training i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orthopedic specialist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rthopedic specialist training.
[Key words] arthroscopy operation； specialized training； rotator cuff injury

关节镜手术作为一种微创手术技术，已经在关

节外科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1]。随着医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人们对手术效果的需求不断提高，关节镜

手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了膝关节、肩关节、

踝关节等多个部位[2,3]。通过关节镜手术，医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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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开放关节的情况下直接观察到关节内部情况，

准确定位病变部位，并进行精准治疗，从而降低了

手术创伤，缩短了恢复期，提高了手术成功率和患

者的生活质量。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毕

业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临床专科医师培养的

关键步骤。本研究将通过肩关节镜手术实操，研究

其在骨科专科医师培训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招募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参加规

范化培训的 40名学员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纳入对

象均知情同意，并且全程完成培训，同时本次研究

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纳入对象随机分为

实验组与对照组，各 20 名。实验组平均年龄

（26.30±1.41）岁；学历：本科8名、研究生12名；平均

工作年限（2.10±0.72）年；对照组平均年龄（27.10±
1.15）岁；学历：本科生 6名、研究生 14名；平均工作

年限（2.55±0.32）年。两组平均年龄、学历、平均工

作年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本次以肩袖损伤为主要教学内容，所有

对象在入组前均接受2 h的理论学习。实验组学员

采取现场全程参与肩关节镜手术的教学方式，并

作为主要助手予以协助，一周三次。主刀医师在

手术过程中仔细讲解肩关节的体表标记、肩关节

镜的手术入路、不同入路观察的不同重点项目。

对照组采取观看视频的教学方式，在周一、周三和

周五播放实验组的手术视频，同时由同一主刀医

师讲解手术的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等，内容基本

与实验组相同。

1.3 评价指标

1.3.1 教学评价 结束现场手术教学和播放手术

录像教学之后，对本次培训教学的满意度进行评

价，满意度评价问卷主要包含以下方面：带教老师

讲解手术情况（20 分）、是否熟悉手术步骤（20 分）、

是否了解手术的注意事项（20 分）、教学过程中的互

动情况（20 分）、对教学过程是否满意以及是否启发

了临床思维（20 分）。同时调查其课外自主学习时

长，课外自主学习时长分为每周＜5 h和≥5 h。
1.3.2 考核指标 在周五结束教学之后，对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专科医师进行考核。考核指标为两项：

①根据所观看的手术过程，书写肩关节镜的手术记

录，详细记录手术过程；由三位具有丰富肩袖手术

经验的骨科医师进行评分，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

格，意见不统一时协商决定。②对肩袖手术过程中

的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进行理论考核，共计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

示，组间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设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员教学满意度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员教学满意度比较/分

教学满意度

带教老师讲解手术情况

熟悉手术步骤

了解手术的注意事项

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情况

对教学过程是否满意以及

是否启发了临床思维

总分

实验组

18.12±1.21
17.22±1.34
17.28±1.04
18.15±2.12
17.53±0.95

88.30±6.82*

对照组

17.02±1.01
15.32±1.41
14.28±1.51
17.34±1.09
18.51±2.11

82.47±7.2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教学满意度总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2，P＜0.05）。
2.2 两组学员课外学习时长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学员课外学习时长比较/例（%）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n

20
20

每周＜5 h
8（40.00）

18（90.00）

每周≥5 h
12（60.00）*
2（1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实验组的课外自主学习时长每周

≥5 h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0.99，P＜0.05）。
2.3 两组学员考核成绩比较见表3

表3 两组学员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手术记录结果考核/例
优秀

18*
9

合格

2
11

不合格

0
0

理论考核成绩/分
81.52±13.43*
70.00±13.8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3可见，实验组手术记录考核优秀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23，P＜0.05）。
两组学员的考核通过率均为 100%。实验组的理论

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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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P＜0.05）。
3 讨论

肩袖损伤是一个相对比较临床化的概念，本科

教学的教科书里讲解的相关内容较少，但是它的患

者群体非常多，肩袖损伤占肩关节疾患的 17%～

41%[4]。因此肩袖损伤作为运动医学领域重要的一

部分，非常有必要在规培阶段给予医学生一定的知

识普及。而肩关节镜作为肩袖损伤最主要的手术

方式，效果明确，临床反馈好，但是学习曲线相对较

长，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研究比较了

传统的教室授课教学与手术室现场教学模式在骨

科专科医师培训中的应用，以期探索更有效的模式

应用于肩袖损伤的教学中。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在手术室中观摩的学员，

其课外自主学习的时间大幅度增加。仔细询问相

关学员课外学习的内容以及目的，其中最主要就是

想要更加清楚手术过程中的步骤以及各个影像所

对应的解剖位置，以求下次可以看懂每一步的操

作。因此手术室现场教学可以极大地提高骨科专

培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更加自主地进行学习。考核

结果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现象。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学员在手术记录的书写、理论成绩的考核方

面均优于对照组，表明实验组在基础知识的掌握方

面更加的扎实，从而，实验组对教学的满意度也明

显高于对照组。

骨科专科医师培训，或者说整个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重点不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再是教师的

填鸭式教学，而应该是临床实践与基本知识相结

合[5]。以课本知识为基础，在临床中进行实践验证，

进而再次回归课本进行二次巩固学习。骨科专科

医师培训更应该将临床实践提上重要的位置。尽

管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了手术室的观摩教学对于学

员的帮助更为显著，但是本研究同样存在着不足之

处：研究主要是在单中心开展，缺乏普遍性；观察的

时间不够长，不同的学员接受度不同，研究时间长

一点，可能结果更加趋向真实性。这些都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进行完善。

综上所述，手术室的观摩教学可以极大地促进

临床实践技能的提升，加速学员的学习成长，培养

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骨科专科医师培

训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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