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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第二医院疼痛科

·医学教育·

在线多模式教学在疼痛诊疗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方先海 刘金锋 黄韶鹏 卜月

[摘要] 目的 探讨在线多模式教学在疼痛诊疗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校五年制 2018 级麻醉

本科学生 48名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4名。在疼痛诊疗学实践教学中，实

验组采用提前预习并利用视频观摩操作、病例汇报平台、计算机网络平台进行在线多模式教学，对照组按传统教学

方式授课。实习结束后，比较分析两组学生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应用能力考核成绩。结果 实验组实习生的基础理

论和知识应用能力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71、2.42，P均＜0.05）。结论 在线多模

式教学在疼痛诊疗学实践教学中对于提高学生对疼痛诊疗的理解和掌握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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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nline multi-mode teaching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ANG Xian⁃
hai，LIU Jinfeng，HUANG Shaopeng，et al.Department of Pain Clinic，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 15008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multi-mode teaching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48 students in the five-year anesthesia class of grade 2018 were se⁃
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24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the experimen⁃
tal group used pre-study and online multi-mode teaching by video observation，case reporting platform and computer net⁃
work platform，while the control group taught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After the internship，the results of
the basic theory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basic theory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2.71，2.42，P＜0.05）. Conclusion Online multi-mode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
tery of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pa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iagnostics； practice teaching； pain diagnosis； multi-mode teaching

疼痛诊疗学曾是麻醉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现

已发展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其主要内容包含了局部

及系统解剖学、病理及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多

门基础临床的知识，涵盖广泛，同时疼痛诊疗学还

包含很多的操作技巧（注射治疗及微创介入治疗）

及影像学知识（超声引导治疗等）等相关知识，因

此，疼痛诊疗学的实习成为了临床医学实习教学的

难点。与其他麻醉学课程（临床麻醉及重症监护

学）相比，疼痛诊疗学实习的实践性更强，而且具有

集病例分析、微创手术操作与诊断性治疗于一体的

学科特点，要求学生理论结合实践，一边操作一边

总结，将所学的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外科学及影

像学知识融会贯通地结合到诊断治疗中去，因此，

这也体现了疼痛诊疗学实习的特殊性与重要地位。

本次研究探讨在线多模式教学在疼痛诊疗学实践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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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级哈尔滨医科大学五年

制麻醉本科学生全员 48名作为研究对象。实习时

间为 2020年 3 月至 2020年 6 月。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全班同学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4名。实

验组中男性 11 名、女性 13 名；平均年龄（22.01±
0.52）岁。对照组中男性12名、女性12名；平均年龄

（21.20±0.45）岁。两组同学在年龄、性别比例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在疼痛诊疗学实践教学中，实验组采用

在线多模式教学。整个教学过程按以下五个步骤

进行：①提出问题：将疼痛学的基本知识，脊柱的解

剖结构、生理功能，疼痛疾病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诊

断、治疗，相关实习内容均提前一周通知实习学生。

通过视频会议、微信平台等组织学生线上交流，让

学生根据实习的内容提出问题，设立目标，每位同

学将所发现的问题记录在册。②收集资料：根据提

前预习中发现的问题，带教老师指导学生自主学

习、查阅相关书籍资料、复习总结文献，利用互联网

及多媒体，学生之间通过学习通等软件平台互帮互

助、团结合作，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学习当中。③模

拟疼痛诊疗操作及病例讨论分析：带教老师选择疼

痛科典型病例，亲自示范查体操作后，手把手一对

一进行教学，同时配合讲解，引导学生结合神经系

统及肌肉骨骼系统解剖结构及相关基础临床知识

进行模拟疼痛诊疗操作；观看PPT及视频录像，掌握

常见疼痛疾病临床表现、体格检查方法、治疗及操

作注意事项等。随后带教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讨论，

各小组自行讨论总结后交叉进行。课堂上所有同

学都积极主动参与讨论，小组成员互帮互助，并鼓

励同学与患者多沟通，让学生体会真实的医疗环

境。教师旁听同学们的讨论，及时与学生交流，提

高师生互动，了解学生实习中存在的疑问和困难，

鼓励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④组织临床实践：学生

在带教老师协助下与患者和家属积极沟通，总结疾

病情况并分析疾病产生原因及进一步提出相应的

诊疗措施；学习掌握良好的沟通方式，整个过程学

生态度诚恳，简洁有效。既体现人文关怀，又展现

新时代医学生的精神面貌。给予学生自主回答患

者及家属提出问题的机会，教师旁听学生与患者的

对答情况，给予完善和指导，让学生体会到学以致

用，理论联系实践。⑤总结和评价：在整个实习过

程尾声时，先由各小组组长发言，总结实习中的收

获与不足之处，每一小组均制作幻灯片汇报实习中

遇到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方案。所有小组的其他成

员进行补充汇报，每位同学都需明确在疼痛诊疗临

床实习中的收获和提高。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总

结，结合线上线下同学们的实际表现，在学生总结

发言的基础上，带教老师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就

整个实习期间的教学情况做出评价，并对每位同学

的发言进行针对性点评，指出教学过程中未意识到

的理论问题及讨论整个实习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总结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引导学

生进一步深入思考，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提出相

应的诊治方案。

对照组按传统教学方式授课。学生分批分

组参观疼痛科诊室、病房及治疗室，全体实习学

生旁观老师问诊、查体，带教老师根据患者的主

诉详细讲解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

断和治疗等。

1.3 观察指标 实习结束后，比较分析两组学生的

疼痛基础理论和知识应用能力考核成绩。基础理

论考分值100 分，题型采用单项选择及简答题；知识

应用能力考核采用患者病例分析题，题型为不定项

选择题，分值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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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实习生基础理论和知识应用能力考核成

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实习生基础理论和知识应用能力考核成绩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基础理论

90.83±2.53*
82.33±3.53

知识应用能力

92.59±2.48*
81.21±3.2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实习生的基础理论和知识

应用能力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分别=2.71、2.42，P均＜0.05）。
3 讨论

疼痛诊疗学是麻醉学的教学重点之一，由于其

包含知识面广并且相对抽象复杂的特点，学生很难

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一课程的精髓，因此，以往疼痛

诊疗实习的教学质量相对较差，教学结果评估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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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与传统教学相比，在线多模式教学方式能明显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扩展学生的临床

思维，做到举一反三并增强学生将所学知识相互联

系和灵活应用能力，加强学生与病患的沟通和交流

能力，紧密结合临床，理论联系实践，有效提高了教

学质量。学生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充分调动了学习

主动性、积极性，对实习内容的理解达到一定的深

度，有效培养了逻辑思维、灵活运用专业理论知识

的能力。整个教学过程气氛活跃，学生热情高涨，

师生交流更顺畅。学生通过提前搜集资料总结并

提出问题，充分分析病情并努力寻找方法解决问

题，逐渐摆脱传统教学方式学生对教师的依赖，避

免过去直接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提高了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对于广大医学生以后的成长具有

重大意义。为以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疼痛诊疗学相比于其他麻醉学科教学，对于临

床基本技能本就较弱的麻醉学生来说更加的抽象、

晦涩及难以理解。同时，为解决以往实习教学中存

在的学生积极性不高，整个实习过程缺乏热情，教

师学生之间无沟通少互动等问题，本次研究对疼痛

诊疗学的临床教学实习进行改革，引入提前告知实

习内容及预习模式、视频模拟操作模式、病例讨论

平台、互联网教学等多模式教学，深入结合疼痛诊

疗学课程的具体内容、疼痛性疾病的临床特点、各

种疼痛疾病的解剖学基础及影像学相关知识，希望

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实习教学

质量，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无

论是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得分还是掌握基本技能得

分方面，多模式混合教学均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P

均＜0.05），表明与传统讲述式教学相比，在疼痛诊

疗学临床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模式对临床实

习的学生进行授课，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能

力和积极性，同时通过学习过程建立正确的临床思

维。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及临床技能具有重要意

义[1~3]。多种模式教学合理应用是目前通用的教学

模式[4~6]，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十分盛行，现

有经验证明多种模式教学的结合应用适用于世界

上大部分国家的医院教育体系[7~9]。

综上所述，在线多模式教学在疼痛诊疗学实践

教学方法中，通过对教与学完美结合，在提高教师

教学热情的同时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在促进知识整合，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及培养临床思维等方面有着非常突出

的优势，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率，增强了同学们的

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助于培养出具有自主

学习能力、并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医

学生[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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