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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推演式教学法在妇产科规范化 
培训临床教学中的开展价值

高淼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妇产科，内蒙古　包头　014030）

0　引言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是显著提升，从而使得患者对于医务人

员服务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培养临床医生不单

是培养其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也需要培养其

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 [1]。所以对学

员实施一种高效且积极的教学方式对于培养临

床中的医学人才很关键 [2]。妇产科是组成医院

的一个重要科室，也是一门对于实践以及理论

要求较高的学科，所以在妇产科教学中存在一

定的特殊性，同时在诊治期间，较多的疾病对

于专业水平存在比较复杂且较高的要求，应届

毕业生在诊治期间对于疾病了解的不够详细，

同时对于认知不够全面，所以在进行临床实践

过程中，对于理论知识并不能有效的结合临

床实践，进而出现了临床实践中所学的理论知

识运用不够准确 [3]。为了更加规范化的培训本

院妇产科学员，将该科室临床医师不合格率降

低，本研究中将96名进行规范化培训的学员作

为研究对象，对其实施不同的教学模式，对比

其应用效果，其中实施病情推演式教学法的观

察组教学效果更加理想，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在本院的妇产

科实施规范化培训的学员96名，根据教学方式

不同分为两组，对照组48名，男22名，女26名；

年龄20~29岁，平均（23.52±0.82）岁；研究生

以及本科应届毕业生分别为25名、23名。观察

组48名，男20名，女28名；年龄21~27岁，平均

（24.09±0.75）岁；研究生以及本科应届毕业生

分别为27名、21名。两组资料对比（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教学模式。即在带教老师的

带领下进行临床教学查房、教学讲座等。

观察组：病情推演式教学法。包括：①结

合真实病理，带教老师规范化且详细的将具体

的临床思路内容为学员讲解，同时将需要思考

的问题列出来，如具体的诊断标准、治疗的具

体方案，让学员结合理论知识。同时对于整个

患者的诊疗过程需要学员全程参加，如术前、

中、后。②学员反思并对病例积极讨论，可利

用电脑对有关文献进行查阅，反思并回顾该次

治疗的全过程，对病例积极探讨而培养学员的

摘　要：目的   分析妇产科在规范化培训临床教学中开展病情推演式教学法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9
年1月-2020年12月在本院的妇产科实施规范化培训的学员96名，根据教学方式不同分为两组，对照组采取

常规教学模式（48名），观察组实施病情推演式教学（48名），对比两组能力水平、理论成绩以及实践技

能情况。结果   观察组能力各项评分以及其实践技能与理论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病情推

演式教学法应用在妇产科规范化培训中可有效提升学员能力水平，提高其理论成绩以及实践技能成绩，价

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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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胸乳入路腹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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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外伤性颈段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膀胱肿瘤的治疗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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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能力。同时在此期间应确保各个学员都可

参加到该过程中，鼓励其积极的思考并踊跃发

言。各学院搜索文献的能力必须存在，可方便

其对有关疾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全部了解，方便

拓宽其学习视野，促使其学习积极性以及自学

能力提升。

1.3　观察指标

（1）能力水平：从分析解决问题、学习兴

趣、团队协作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等7个方面

评估能力水平。

（2）技能考试与理论考试各为50分，分数

越高表示成绩越佳。

1.4　统计学处理 
SPSS 18.0分析数据，能力水平用（%）

表 示，行 χ 2检验，理 论 与实践 技能情况均 用

（ ±s）表示，行t 检验，P < 0.05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能力水平比较

组间能力水平对比（P < 0.05），见表1。

2.2　实践技能与理论情况比较

组间对比（P < 0.05），见表2。

表 2　理论与实践技能情况对比（ ±s）

分组 例数 技能操作 理论成绩 总分

观察组 48 45.67±4.77 43.41±5.11 90.09±9.87

对照组 48 41.33±4.11 36.41±3.97 77.77±8.08

t - 5.201 4.223 5.201

P - <0.05 <0.05 <0.05

3　讨论

对医学生而言，其在学习理论过程中需要

大量的精力以及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对于培养

其交流能力、临床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常

常被忽略 [4]。在医学生中，其中的大部分存在

的问题是被动式学习，其自主学习能动性十分

缺乏，同时在遇到具体问题过程中并不能主动

解决[5]。并且，同其他科室相比，妇产科存在十

分强的实践操作要求，患者抵触配合、拒绝配

合的情况在临床教学中常常出现，特别是男性

医生，其实践的机会较女性医生少很多，同时

现在的患者以及家属其存在非常强的保护隐私

的意识，在临床治疗期间，带教老师很难讲解

常见的症状，从而不断的减少应届毕业生实际

操作的机会 [6]。所以，现阶段在妇产科的临床

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

在确保良好护患关系的同时也要不断的增加应

届毕业生临床实践的机会[7]。

在本研究中，全部学员都实施了规范化培

训，观察组同对照组相比，其通过采取病情推

演式教学法，该组学员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其他方面能力

以及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均较对照组高，同时

其实践技能和理论评分也高于对照组，从而说

明了病情推演式教学法可使应届毕业生的实践

能力以及学习能力显著提升。分析原因：病情

推演式教学法可在实践中让学员积极的探索，

主动采集病例有关的信息，同时积极的探寻问

题解决的办法，进而实现了学员学习兴趣提升

以及主动学习能力提高的目的 [8]。同时该种教

学法可高度还原临床中的实际场景，如妇科检

查模型、孕前腹部触诊模型等操作，该模式在

将患者不配合而导致的临床实践不确定的情况

有效解决的同时也可有效的规避由于临床实践
表 1　能力水平对比（n，%）

分组 例数
分析解决问题 学习兴趣 学习效率 沟通表达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批断性思维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提高 无提高 提高 无提高 提高 无提高 提高 无提高 提高 无提高 提高 无提高 提高 无提高

观察组 48 38 10 32 16 39 9 32 16 42 6 36 12 42 6

对照组 48 14 34 15 33 10 38 15 33 5 43 13 35 5 43

χ2 - 12.503 14.502 15.201 14.362 15.220 14.114 12.032 13.502 14.201 15.201 14.228 16.325 14.702 15.201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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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了产妇并发症出现风险提升的问题，同

时学员也可不断的联系，进而实现了将理论知

识较抽象的问题转化而形象且具体的操作，让

学员在临床实践中熟练的运用理论知识。此种

教学模式可实现探讨式教学，指的是主要以老

师引导，使学员在讨论和学习中从多层次、多

个角度出发，包括制作PPT、对有关文献进行

查阅等等，使学员理解和认知典型病例有更加

深刻的印象，同时将其探索医学研究的兴趣调

动起来 [9-10]。本研究中，观察组学员的自主学

习能力、处理临床问题的能力在实施了病情推

演式教学后提升明显，同时使其实践操作能力

得到显著提高，并且其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

能力也是进一步提升。该种教学模式通过理论

结合实践的方式对学员沟通表达、独立思考等

能力为重点培养内容，对其医疗行为进行了规

范，促使学员治疗以及诊断妇产科疾病的能力

有效提升，同时也提升其临床实践能力[11-12]。

综上所述，在妇产科中，病情推演式教学

法应用于规范化培训过程中可使学员的学习主

动性提升，促使其团队协作能力进一步提高，

同时在使其沟通能力加强的同时其独立处理问

题以及临床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应用价值较

高，便于在日后规范化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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