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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互换教学法在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陈伟康 雷四英 蓝丽康

[摘要] 目的 探讨角色互换教学法在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

在丽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实习的 50 名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5 名。实验组采

用师生角色互换教学模式进行临床带教；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临床带教。比较两组学生出科时的理论

和临床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对实习生进行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实验组的理论成绩、技能考核总成绩、技

能穿刺过程、技能整体评价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5.96、9.14、7.08、4.70，P均＜

0.05）。但两组技能操作前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1，P＞0.05）。实验组实习生对教学满意度也明显

高于对照组（t=6.36，P＜0.05）。结论 角色互换教学法可以提高实习生的理论和实践技能水平，临床教学效果

较好，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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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role exchange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CHEN Wei⁃
kang，LEI Siying，LAN Likang.Department of Neurology，Lishui People's Hospital，Lishui 32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ole exchange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
ment. Methods Fifty interns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Lishui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21 to June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25 in each
group.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the teacher-student role exchange teaching mode for clinical teaching.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linical teaching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in the examina⁃
tion results of theory and clinical skills operation，and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carried out on the in⁃
terns.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scores，total skill assessment scores，skill puncture process，and overall skill evaluatio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
tically significant （t=5.96，9.14，7.08，4.70，P＜0.05）. However，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the two skill groups before operation（t=1.41，P＞0.05）.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terns with
teaching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6.36，P＜0.05）. Conclusion The role exchange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kills of interns，and the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 is good and
the satisfaction is high.
[Key words] role reversal； neuroscience； clinical teaching

神经病学是主要研究中枢、周围神经系统以及

骨骼肌疾病的二级临床学科。实习生在神经内科

2 周的学习时间，需要掌握复杂的专科知识和技能，

难度较大。而以老师讲授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模式，

学生参与感差，学习主动性不足，临床教学效果不

佳[1，2]。角色互换教学法以学生为主角，让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转换为主动获取，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然而，角色互换教学法在神经内科

临床带教中报道少。本研究采用角色互换教学法

进行神经内科临床教学，探索其带教效果。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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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7 月至2022年6 月在

丽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进行实习的温州医学院

临床专业本科学生 50名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22名、女性28名；年龄20～25 岁，平均年龄（20.60±
2.14）岁。50名实习生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

组 25 名。实验组中男性 11 名、女性 14 名；年龄

（20.80±1.66）岁。对照组中男性 10名、女性 15名；

年龄（20.50±2.08）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学员均知情并自

愿参与本次研究，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通过。

1.2 方法 两组由统一的神经内科教师（两位副主

任医师）承担授课监督及考核。

1.2.1 实验组采用师生角色互换教学模式。在理

论教学方面，先由带教老师统一解读临床小讲课实

施规范及要求，提前指定小讲课题目（缺血性脑卒

中诊治），讲课内容涵盖理论知识和具体实际病例

分享，讲课安排在入科的第2 周，然后每位实习生充

当“教师”角色完成教学方案设计，制作PPT以讲授

形式对相关内容进行教学（时长 30 min），临床带教

老师以聆听为主，在每位实习生完成讲解之后，以

实习生课堂表现及讲述内容为依据，归纳和总结教

学的难点及重点，并对实习生语言表达及仪表行为

等优势及不足进行点评。在技能操作方面，实习生

扮演教师角色进行操作演示（腰椎穿刺），并在操作

过程中详细讲解操作的注意事项，同时观察其他实

习生的操作情况并提出指导意见。实习生扮演的

教师在指导过程中未发现的问题由临床带教老师

在最后进行补充、总结和点评。

1.2.2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临床带教老

师组织小讲课和完成操作演示，并讲解操作注意事

项，在此过程中实习生以聆听为主，由实习生提出

问题，临床带教教师进行解答。两组均实习2 周。

1.3 教学效果评估 ①理论知识考核：出科前对两

组实习生进行理论知识测试，包括基础理论（50%）

和病例分析（50%），以试卷形式进行考核，总分

100 分。②临床技能考核：根据腰穿操作评分表进

行打分，评分项目：操作前（25 分，包括准备和医患

沟通）、穿刺过程（55 分，包括定位、消毒、局麻、穿

刺、测压）、整体评价（20 分，包括人文关怀和无菌观

念等），总分 100 分。③问卷调查：出科前对两组实

习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自行设计，实习生匿名答

卷。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10 个条目，每个条目

10 分，满意 10 分，比较满意 8 分，一般 6 分和不满

意4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用 t检验。设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教学方法实习生成绩比较

考核

理论考核成绩

技能考核总成绩

技能操作前成绩

技能穿刺过程成绩

技能整体评价成绩

实验组

96.00±4.04*
96.60±1.32*
23.79±0.77
54.04±0.72*
19.10±0.73*

对照组

88.40±4.93
92.32±1.93
23.13±1.27
50.98±1.17
17.70±0.5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实验组的理论成绩、技能考核总成

绩、技能穿刺过程、技能整体评价成绩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5.96、9.14、
7.08、4.70，P均＜0.05）。但两组技能操作前成绩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1，P＞0.05）。
2.2 两组实习生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实施两种模

式教学后，实验组实习生对教学满意度评分为

（99.04±2.32）分，对照组实习生对教学满意度评分为

（93.92±3.29）分，实验组实习生对教学满意度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t=6.36，P＜0.05）。
3 讨论

传统的教学方法强调知识传授，为灌输式教

学，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且现阶段

实习生动手机会少、接触病种少，不利于实践能力

的培养和理论知识的透彻理解[3]。传统教学法实

施过程中，每次临床教学活动，实习生参与度和积

极性都相对较低，往往都只是带教老师在台上唱

独角戏，台下的学生倾听、思考、互动较低，达不到

锻炼正确临床思维的效果。角色互换教学法强调

以学生为主体，让被动状态的学生转变为主动状

态，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加了积

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他们把学到的知识与其他实

习同学分享，更容易被理解与吸收。既往的教学

研究发现在神经内科临床技能带教中应用“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法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提高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记忆[4]。也有很多学者应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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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互换教学模式在生理学、病理学等理论教学中

取得较好效果[5，6]。

本研究在神经内科实习生临床教学中采用了

角色互换教学法，让实习生走上讲台充当“教师”角

色，独立完成教案设计，制作PPT并讲授演示操作规

范等，让实习生亲身体验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极

大地调动了实习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主查阅资

料和文献等，也提高了他们对神经内科知识学习的

深度和广度。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理论成绩

及技能考核总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其中

以技能穿刺过程和整体评价差异显著，提示角色互

换教学法能够提高实习生的理论和技能水平。分

析其原因可能有，实验组提前布置缺血性脑卒中诊

治的理论授课题目和腰椎穿刺的技能带教，实习生

既充当“教师”，又会从学生的理解角度去精心准备

后展现出来，便于学生接受和掌握，且在准备过程

中实习生自主思考，提高了专业知识的认知和记

忆，也提高了自身技能操作的熟练度，成绩自然就

会有相应地提高。同时，实习生在理论授课时结合

具体实际病例分享，实习生在诊治患者过程中也会

主动采集临床病例、诊疗决策，明显提高了临床病情

的诊疗处理能力，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的，进而

逐步形成正确的临床诊疗思维。另外，临床带教教

师在角色互换教学过程中全程督导，指出实习生的

不足之处，起到有效的纠错作用。而操作前的准备

工作成绩无明显差异，可能因为实习生通过授课教

师的细心指导，通过腰穿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及观

看相应操作视频，容易熟悉和掌握操作前准备内容

及流程，所以技能考核时这部分成绩差异不明显。

在临床教学中，“满堂灌”“照本宣科”的传统

教学方法无法充分调动实习生的学习热情，而角

色互动教学法改变的教学主体，提高了实习生学

习的挑战性，培养实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实

习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也锻炼了实

习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提示，

角色互换教学法明显提高了实习生的教学满意度

（P＜0.05）。提示角色互换教学方法受到实习生

的一致欢迎。同时让实习生充当“教师”，实习生

主人翁精神增强，进一步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受到

实习生的欢迎和喜欢。

角色互换教学法强调以实习生为主体，让实习

生体验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调动了实习生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应用于神经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能

够有效地提高实习生的知识掌握水平和临床实践

能力。另一方面，虽然角色互换教学法强调以实

习生为主体，但是实际上课前准备工作是在教师

指导下完成，实习生也有更多的机会与教师近距

离接触，体会备课的辛苦，促进了实习生学习的主

动性，促进了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新型的教

学模式相比较于传统临床带教，可显著提高教学效

果，具有进一步推广应用的可行性。角色互换教学

法在临床实施过程中仍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角

色互换教学法在临床实践中适宜采用小班化或小

组教学，便于管理和指导，保证教学质量。②教学

内容宜选择常见病或基本技能操作，实习生充当教

师时易于掌握和开展带教活动。③角色互换教学

中虽然以实习生为主体，但仍不能忽略教师的重要

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起到协调、启发、激励实习生和

纠错功能，充分调动实习生的积极性，保证教学活

动顺利完成。此外，本研究的样本量少，实习生在

神经内科学习仅 2 周，因此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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