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教学的质量。
总之,H5的教学应用是为了在传统教学的基础

上,更好地发挥计算机、手机与互联网教学的优势,加
快《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教学多元化进程[5-8]。基于

H5技术的网络教育资源具有广泛的普及性和实用

性,是一 种 新 的 教 学 模 式,有 力 地 促 进 教 学 改 革

实践[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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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基于微信平台病例讨论的以问题为基础(PBL)的教学法在妇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方法 选择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在该院妇科临床实习的本科医学生50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25例,分别采用基于授课的教学法和基于微信平台病例讨论的PBL教学法教学。比较两组学生基础理

论、案例分析及实践操作成绩,通过微信平台发布问卷调查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并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

评价学生对两种教学法的认可度。结果 观察组基础理论、案例分析、实践操作成绩及总成绩、教学满意度和

教学方式认可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基于微信平台的PBL教学

法可以获得更好的教学质量、满意度及教学认可度,值得临床带教中广泛推广。
关键词:微信平台; 妇科实习; 教学法;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中图法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3)19-2938-03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重

要环节,因此临床带教要注重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

力、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既往妇科临床带教

通常采用基于授课(LBL)的教学法,以带教教师填鸭

式灌输为主,学生被动聆听,使得学生知识面受限,解
决问题能力欠缺。如何提高《妇科学》教学水平成为

近年来 教 学 研 究 的 热 点。近 年 来 以 问 题 为 基 础

(PBL)的教学法被引入医学教育领域[1-2]。由于该教

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引导,并强调学习自

主性、创造性的开放式教学模式,不断被各大学采用。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全部采用PBL教学法[3]。微

信平台是集交流、资讯等为一体的综合化信息平台,
具有传播快、互动强等优点[4],已成为学生学习的新

载体。本研究采用基于微信平台的PBL教学法,通过

改进临床带教模式,帮助实习生更好地将课堂所学的

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并取得更好的教学效

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在

本院妇科实习的临床医学本科生50例,以随机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25例。两组学生的性别、年
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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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LBL教学模式。即提前1
周告知学生授课内容并要求学生进行预习,由授课教

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提前进行教学备课,并制作授课

课件。教师在课堂上对妇科专业知识点进行详细讲

解,课后对学生进行答疑。
1.2.2 观察组 采用基于微信平台病例讨论的PBL
教学法。其主要教学模式为提出问题-分组讨论-教师

总结。具体如下:(1)带教教师的培训。PBL教学开

始前,由观察组的高级督导人员对带教教师进行PBL
教学法培训,使其熟练掌握PBL教学法的要点和基

本流程。(2)建立微信群。由授课教师建立微信群,
指导所有学生进入教学微信群,该群主要用于发布案

例、集中讨论、发布相关疾病研究新进展及答疑反馈

等。(3)分组。将学生分为5个小组,每组设立组长1
名,建立小组微信群,用于组内讨论、汇总问题等。
(4)课程安排。所有学生均需完成12个妇科PBL案

例讨论学习。授课教师根据《妇科学》教学大纲要求

每节课选取一个核心案例分析,教师提前1周将课前

准备的病例资料公布在微信群中,病例资料主要为患

者病史摘要。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以小组为单位

对临床病例进行讨论,并查阅相关文献了解疾病的研

究进展。课堂教学时,以讨论会的方式对病例进行分

析及总结。教师进行引导,给予解惑,同时提出关键

性问题供学生讨论。(5)教师总结。讨论结束后由带

教教师进行点评,并对存在问题进行总结梳理。
1.3 评价方法

1.3.1 考试成绩比较 考试成绩包括基础理论成绩

(40分)、案例分析成绩(30分)及实践操作成绩(30
分),总分100分;总成绩=基础理论成绩+案例分析

成绩+实践操作技能成绩。
1.3.2 教学满意度比较 比较两组学生对教学的满

意度(通过微信平台发布自制的调查问卷完成评价,
共100分,>85分为非常满意;60~85分为一般满

意;<60分为不满意,共发放调查问卷50份,回收50
份,回收率100%),满意度=(非常满意人数+一般满

意人数)/各组总人数。
1.3.3 教学方式认可度比较 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

从激发学习积极性、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提高自主学

习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归纳表

达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6个方面调查

记录两组学生对于教学方法的认可情况,并通过赞成

和否定的方式来评价。共发放调查问卷50份,回收

50份,回收率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基

础理论成绩、案例分析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及总成绩

均显著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基础

理论成绩

案例

分析成绩

实践

操作成绩
总成绩

观察组 25 37.44±1.12 27.64±0.86 27.08±0.81 92.92±2.15

对照组 25 35.12±0.97 25.28±1.33 25.48±1.41 84.76±3.40

t 7.74 6.82 8.81 10.69

P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 两组均有对教学不

满意的学生,但观察组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满意度分别为96.00%、68.00%,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6.63,P=0.01)。见表2。
表2  两组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25 15(60) 9(36) 1(4) 24(96)

对照组 25 8(32) 9(36) 8(32) 17(68)

2.3 两组对教学方式认可度比较 观察组对教学方

式中激发学习积极性、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提高自学

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归纳表达

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6个方面的认可

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3。

表3  两组对教学方式认可度比较[n(%)]

组别 n
激发学习

积极性

提高临床

思维能力

提高

自学能力

提升创新能力

及团队合作精神

提高归纳

表达能力

提高发现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观察组 25 23(92) 22(88) 24(96) 22(88) 23(92) 24(96)

对照组 25 14(56) 15(60) 13(52) 16(64) 12(48) 17(68)

χ2 8.42 5.09 12.57 3.94 11.52 6.63

P <0.001 0.02 <0.001 0.040 <0.001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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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临床带教是培养医学专业人才的必要步骤,通过

带教让医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

实践,可以锻炼学生对疾病的诊治能力及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妇科带教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

医学生培养质量。相关研究表明,传统的LBL教学

法不利于医学生拓展知识面及培养临床能力,教学效

果不理想[5]。PBL教学法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

代,加拿大一所大学首先把PBL引入了医学教育领

域[6]。由于其优点突出,在全球广泛应用,逐步形成

完整、科学的教学体系。
 

近年由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人员

流动性明显较少。而通过微信等信息化平台开展的

各类线上教学及交流模式可以突破时间及空间的限

制,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采用了

微信平台与PBL教学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与传统

的LBL教学模式进行对比发现,观察组基础理论成

绩、案例分析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及总成绩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学生对

教 学 方 式 满 意 度 (96.00%)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6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学

生对新教学模式在激发学习积极性、提高临床思维能

力等6个方面的认可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可见观察组的教学模式在考试成

绩、满意度及各方面能力培养认可度方面均优于传统

LBL教学模式。这与2021年黄林芳等[7]报道结果一

致。观察组的教学模式效果显著,考虑与其模式特点

有关。在妇产科教学中,PBL教学法采用真实的病例

作为引导,提前发布于微信平台,使学生有充足的时

间对于病例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对与病例相关联的内

外科合并症提前通过微信平台资源库进行充分学习

和探讨,课堂教学时及时提出自己的疑问从而解决问

题。这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及对妇产科专

业的兴趣。而本研究中也发现:利用微信平台发布病

例信息及进行群内讨论,不受时间及空间限制,使学

习更加便捷,从而提高观察组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满意

度,并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这与多项研究报道结果

相似[8-10]。
基于微信平台的PBL教学法,结合了PBL教学

法和微信平台的优势,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通

过主动查阅资料,成立小组讨论并解决问题,最终进

行教学反馈,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11],极大

地提高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并有效开发了

学生的创造力[12]。借助微信公众平台,一方面使师生

可以更便捷地互动交流,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高效学

习;另一方面使学生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学习资源,从
而拓展了知识面,在有限的实习时间内有效地解决在

实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

师教学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此种

教学模式节约了教学资源和成本,也易于实施。因

此,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建议在临床实习中推广。当然

本研究的样本量有限,需进一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争取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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