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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REEM量表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肺部疾病TBL临床教学环境评价

陈钊 汤炜建 陈周苗

[摘要] 目的 采用教育环境评估量表（DREEM）测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肺部疾病基于团队的学习

（TBL）教学模式的临床教学效果。方法 纳入 2021 年 10 月至 2023 年 7 月的 102 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以入科学习的时间为准，偶数月为研究组，安排 2 周 TBL 教学；奇数月为对照组，安排 2 周传统方法教学。采用

DREEM 量表统计并对比两组学员 2 周学习后对教育环境的认知。结果 所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

DREEM 量表总分为（150.68±18.44）分。教学后，研究组DREEM 量表总分、对学习的认知得分、对学术方面的自我

认知得分、对环境的认知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t分别=2.37、2.39、2.47、2.15，P均＜0.05）。结论 TBL 教学模式

通过提高学员参与感、加深学员记忆、加强学员解决问题能力、提升教学氛围等切实提升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

员对于临床教学的整体认知，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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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TBL mode for resident pulmonary disease rotation based on DREEM
scale CHEN Zhao，TANG Weijian，CHEN Zhoumiao.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Zheji⁃
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zhou 3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measure the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BL teaching mode for pulmonary diseas⁃
es in residential and training students by the dundee ready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asure（DREEM）. Methods A to⁃
tal of 102 residents were enrolled from Oct.2021 to Jul.2023.Residents in even months were assigned to study group，tak⁃
ing 2 weeks of team-based learning，and those in odd months were assigned to control group，taking 2 weeks of lecture-
based learning. The percep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between groups after 2 weeks of study with DREEM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mean total score of DREMM was 150.68±18.44.The total score，and the scores of students’per⁃
ception of learning，students’academic self-perception，and students’perception of atmosphe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2.37，2.39，2.47，2.15，P＜0.05）.Conclusion Team-
based learning w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verall perception of clinical teaching in residents by promoting student par⁃
ticipation，deepening student memory，strengthening student problem-solving ability，and enhancing teaching atmosphere.
It is worth further research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team-based learning； dundee ready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asure； education environment； stan⁃
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基于团队的学习（team-based learning，TBL）是 在 2002年由美国Oklahome大学Michaelsen 教授团

队正式提出的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及模

式。TBL教学模式强调团队化协作学习[1]。在课前，

学生需要根据教师制定内容学习及准备；课程开始

时，学生个体及小组整体需要就课前准备情况接受

测试考核；在课上，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组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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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讨论及反馈。近年来，TBL模式在临床教学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

教育环境是指在教学场所内和教与学所相关

的各种因素的总和。研究表明，学员对教育环境的

认知可影响教学的过程与学习的绩效。教育环境

评估量表（dundee ready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a⁃
sure，DREEM）是在 1997年由英国Dundee大学Roff
教授团队开发的教育环境测量工具，其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故而在国内外医学教育环境相关研究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3,4]。中文版DREEM量表由中国医科

大学医学教育中心汉化[5]。在此基础上，周振宇等[4]

又进一步开发了临床教育环境简化量表并在临床

中应用。本次研究针对我院胸外科及呼吸内科当

前临床教学改革所处阶段，以汉化版DREEM量表

作为客观的教学环境测量工具，对比在传统教学模

式及TBL教学模式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对教

学环境的感受，旨在促进肺部疾病临床教学的不断

改革与完善，也为后续的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奠定基

础。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年 10 月至 2023年 7 月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胸外科或呼吸

内科轮转的所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共102 名

纳入本次研究，所有学员请假均未超过 3 d，均为有

效受试者。依照教学安排，偶数月入科的学员纳入

研究组，共45 名；奇数月入科的学员纳入对照组，共

57 名。两组学员的年龄、性别、学科、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年限分布见表 1。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1 两组学员的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年龄/岁
性别/名

学科/名

培训年限/例

男

女

外科

内科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研究组

27.36±2.35
24
21
16
29
16
19
10

对照组

26.65±1.95
29
28
24
33
24
15
18

1.2 方法 教学安排以月为单位，对照组学员当月

前 2 周采用传统教学法讲授肺部疾病相关内容，教

学内容为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掌握内容，授课方

式为“幻灯片+课堂教授”；研究组学员当月前 2 周

采用TBL教学法讲授相同教学内容，每堂课程单独

编写TBL教案，每周课前发布教学要点，并提醒学员

进行相应的课前准备，课堂上以小组形式进行讨

论、交流和授课，每组3～5 名，具体分组方式视当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数量而定。

1.3 评价指标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当

月前 2 周教学活动结束后，通过线上途径发放汉化

版 DREEM 量表。DREEM 量表为 Likert 5 级量表，

共50 个条目（其中包含9 个反向计分条目），总分为

0~200 分。DREEM量表分为5 个分量表，分别为学

员对学习的认知（12 个条目）、对教师的认知（11 个

条目）、对学术方面的自我认知（8 个条目）、对环境

的认知（12 个条目）和对社会方面的自我认知（7 个

条目）。通常以 50 分以下为教育环境存在严重问

题，51~100 分为教育环境存在较多问题，101~
150 分为教育环境较好，151 分以上为教育环境非

常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分析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设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发放问卷 102份，共回收 102份有效

问卷，有效回收率 100%。所有学员的DREEM量表

总分 106~191 分，平均（150.68±18.44）分，教育环境

较好。两组DREEM量表评分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DREEM量表评分比较/分

DREEM量表

总分

对学习的认知

对教师的认知

对学术方面的自我认知

对环境的认知

对社会方面的自我认知

研究组

155.33±15.51*
37.33± 4.67*
36.00± 4.11
24.16± 2.62*
37.93± 4.01*
19.91± 2.67

对照组

147.00±19.70
35.00± 5.07
34.33± 4.70
22.65± 3.48
36.00± 4.96
19.02± 3.3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研究组DREEM量表总分、对学习

的认知得分、对学术方面的自我认知得分、对环境

的认知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t分别=2.37、2.39、
2.47、2.15，P均＜0.05），而两组对教师的认知得分、

对社会方面的自我认知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t分别=1.89、1.48，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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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教学是与医疗及科研占据同等重要地位的工

作重心之一。本单位作为重点大学附属医院，临床

教学质量也长期受到领导、科室、学员的积极关注。

然而在临床教学实践中，结业考试通过率、满意度

调查等结果通常接近于100%，并不能进一步实时反

映出临床教学改革的成效。因此本次研究引入教

育环境作为TBL教学改革的评价指标。

本次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学员的DREEM
量表总分介于 106~191分之间，表明本中心临床教

学的总体质量处于“较好”以上水平。研究组量表

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TBL教学能够

改善临床教育环境，提升临床教学质量。在分量表

层面，研究组对学习的认知得分、对学术方面的自

我认知得分、对环境的认知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均＜0.05），但两组对教师的认知得分、对社会方

面的自我认知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这表明 TBL教学模式主要改善了学员在对

于学习过程本身、对于个体学术发展、对周围整体

环境的认知，而并未显著改善学员对于教师本身以

及对社会生活（交友、住宿等）的认知。

TBL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创新教学模式，

必然需要教师和学员双方都对临床教学投入更多

的精力。在实践过程中，确实也存在部分学员甚至

部分教师参与度不够高的情况。一方面，学员们来

源不同，都有各自的教育背景和学习习惯；教师们

年资不同，也都有各自的教学经验和教学习惯。另

一方面，部分学员及教师对于临床教学本身的重视

可能仍有一定的欠缺。这一点可能还有赖于教师

以及学员在临床教学模式和观念方面的整体化的

变革。

本次研究是一项单中心的针对胸外科及呼吸

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临床教育改革实

践。受限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规模，研究

的总体样本量有限。受限于每月入科学员的规模，

本次研究的TBL教学无法大规模开展。这也是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临床教学与本科生以班级为

单位教学的差别之处。下一步研究期望将胸外科

及呼吸内科的 TBL教学模式进一步推广至其他科

室，也推广到实习及见习学员的临床教学过程中，

从而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也能够对比不同层次学

员对于临床教育环境的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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