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折患者的治愈率。由此可见，骨科临床路径的科学性不仅在降

低病患治疗周期方面有巨大作用，同时规范了骨科治疗过程，

增强了骨科实习教学成果的转化和医疗机构的竞争优势。

骨科临床路径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６］。目前骨科临床路径的广泛推广和开展，显著提高了骨科

医生实习和教学的质量和成果，实习学生在骨科医生的带领

下，深入到不同骨科病情、不同骨科手术、不同骨科治疗方案等

过程的参与中，在加深理论知识的同时，科学有效地将其转化

为实践，在骨科诊疗实践中加深对医学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

解。目前骨科临床路径的发展尚有不足之处，如何更好地引入

和应用骨科临床路径模式，如何标准化和规范化骨科临床路径

模式成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骨科临床路径模式的方向；同时也

是进一步提高骨科医疗安全，增强骨科实习教学质量和教学成

果转化的有效途径［７８］。

骨科临床路径能够有效提高骨科实习及手术教学质量，推

动骨科诊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同时缩短病患康复周期，

提高医疗机构竞争优势。因此，骨科临床路径具有非常强的推

广和应用意义。今后要不断将这种临床路径模式应用到更多

的实习和手术教学中。同时，对于其他领域随着医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也可以考虑应用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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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在口腔黏膜病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姜维华１，梁玉伏２△，顾晓琪２，郑翠英３（北华大学附属医院：１．研究生办；２．口腔科；３．耳鼻喉科，

吉林吉林　１３２０１１）

　　【摘要】　目的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比较，探讨在５年制口腔医学本科生口腔黏膜病学教学中开展以病例

导入为基础的教学法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索我国医学各专业在临床课教学中开展病例导入式教学的可能方法和

途径。方法　选取２００７级口腔医学本科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２００８级口腔医学本科生作为实验组，采

用病例导入式教学法。课程结束之后两组采用统一难度系数的试卷进行考核，比较平均成绩的差别。同时向学生

发放调查问卷比较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方式的主要差别。结果　实验组平均成绩（８９．７８±６．５７）分与对

照组（７９．６７±１０．９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采用病例导入式教学方式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自主学习，并且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具有明显

优势。

【关键词】　口腔黏膜病学；　病例导入式教学法；　问卷调查；　传统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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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黏膜病学是口腔医学本科生的必修考试课程，理论授

课时由于黏膜病的病损特点具有更迭与反复性、部位的差异

性、病损的共存性、课程内容枯燥乏味，难懂不易理解，学生缺

乏学习兴趣。作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经病例导入到教学中，学

生处在模拟的临床就诊环境，面对直观的并辅以图片的临床表

现，师生共同探讨病例病因、发病过程、诊断、鉴别诊断、治疗与

预后，取得了良好的实践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全日制２００８级与２００７级口腔医学专业

本科生，其中２００８级学生作为实验组（５２人）；２００７级学生作

为对照组（５０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实验组采用案例导入式教学方法　收集口腔黏膜病患

者制作典型病例，例如讲解扁平苔癣这一章节时，收集的病例

就应该包括病变发生在不同部位，包括颊黏膜、舌体、舌背、唇

黏膜，根据发病部位不同讲解时说明同一种疾病在不同发病部

位其临床表现是不同的。例如发病在颊黏膜的扁平苔癣的临

床表现病变网状，发病在舌背的病变表现白斑，发病在舌体表

现是条索样，发病在唇黏膜则是表现疱样病变。教师讲授时结

合收集的病例，对学生先以多媒体、幻灯形式在教室讲解口腔

黏膜病的各种疾病概述、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

断、治疗等，让同学们在直观病例引导下完成课程的讲授。让

学生在这种真实的教学病例环境下，充分参与，对应掌握知识

深入掌握。

１．２．２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教学，教师结合幻灯片常规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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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案例导入式教学法教学的效果评估

１．３．１　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采用实验组与对照组期末考试考

同一难度系数的考卷进行考核。

１．３．２　问卷调查　（１）问卷设计：从课堂信息反馈、知识运用、

能力培养设计问卷，共提出１７个问题，每个问题答案为２个，

需填报“是”还是“否”。并进行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处理，计

量数据以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口腔黏膜病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实验组

平均成绩（８９．７８±６．５７）分，与对照组的（７９．６７±１０．９７）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　两组课堂情况比较　见表１。由表１可见，两组６项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３　两组知识运用情况比较　见表２。由表２可见，两组日常

口腔采取正确刷牙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外，其他７项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两种教学模式课堂情况调查比较（狀）

组别 狀 注意力提高 笔记量增加 兴趣增加 课堂气氛活跃 同学间交流增加 师生交流增加 内容理解加深

实验组 ５２ ５０ ４８ ５０ ４７ ３８ ２１ ４６

对照组 ５０ ４０ ３８ ３５ ３７ ２３ １１ ３５

表２　两种教学模式知识运用情况调查比较（狀）

组别 狀
口腔病患提出

初步治疗建议

阅读口腔

专业杂志

对口腔疾患

的重视

日常口腔采取

正确刷牙法

主动参加

医院义诊

口腔专业

网站的登录

口腔学术会议

的参加和关注

主动宣教

口腔保健知识

实验组 ５２ ４０ ２８ ４８ ５０ ４２ ４０ ２５ ４７

对照组 ５０ ２７ ９ ３６ ４６ ２８ ２２ ５ ３４

２．４　两组能力培养情况　见表３。由表３可见，两组４种能

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３　两组能力培养情况调查比较（狀）

组别 狀
提高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

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人际

沟通能力

医学生使命

感责任感

实验组 ５２ ４７ ４９ ４８ ４６

对照组 ５０ ３２ ３４ ３２ ３０

３　讨　　论

口腔黏膜病学既是一门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又是专业性极

强的医学专业学科，初学时首先遇到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和无法

想象和推断的临床表现，即黏膜病临床病损特点、黏膜病的表

现离不开口腔黏膜病损的基本类型，而这些病损的表现又是多

种多样变化万千，需要通过认识病损形态特征、分布特点和演

变过程来认知疾病［１］。

由于教改教学时数压缩，教学内容为之减少，在学习时学

生往往望而生畏，并产生一定的厌学情绪，从而影响教学质量。

在２００８级口腔医学本科教研室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法，在口腔

黏膜病的教学过程中导入病例教学法。本文通过比较传统教

学法和病例导入式教学法的期末考试平均成绩，结果表明病例

导入式教学法有益于传统教学法，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了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由表１可见，课堂情况方面，以病

例导入到教学中具有明显优势，与传统教学法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新的教学法在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同学间和师生间交

流方面优势明显。笔记量增加有利于课后的复习，对课程更感

兴趣，更易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有文献报道，口腔黏膜病相关问题的知晓率较低［２］。人们

了解口腔黏膜病的知识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途径，其次是通

过家人、朋友，报刊、杂志及科普读物，而通过口腔医务人员和

医院宣传栏获得口腔黏膜病知识的则更少［３］。由表２可见，课

堂上引入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后，学生掌握知识的内容、深度广

度增加，信息量增加，特别是主动阅读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口腔

类期刊、登录专业口腔医学网站的比例增加。另外学生可以学

以致用，把课堂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对周围的患者和

亚健康人群可以初步提出治疗意见，并宣教口腔黏膜疾病的病

因和早期治疗的重要性，人群的口腔保健意识增加。口腔习惯

方面无明显差别，由此说明经过口腔专业学习后口腔的保健习

惯均改善较好。

由表３可见，在能力培养方面，病例导入式教学法具有明

显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学生在协作、表达、组织、自

信心及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优于传统教学；在医学生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方面调查后作者发现面对直接的病例，学生如同置

身于真实医疗就诊环境中，图片和动画的播放及上街义诊听取

患者主诉直接展示患者由于疾病带来的痛苦，作为现在的医学

生和将来成为医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为提升。由此说明口

腔黏膜病在教学中引入病例导入式教学法为主教学模式是切

实可行的，对强化口腔黏膜病理论学习，提高学习效果起到了

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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