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3 年 6 月 第 21 卷第 6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Jun.2023，Vol.21，No.6

DOI：10.13558/j.cnki.issn1672-3686.2023.006.016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2021C031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103305），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项

目（2021449067）
作者单位：310016 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胸外科

通讯作者：何正富，Email：hezhengfu@zju.edu.cn

·医学教育·

CBL联合影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学在胸外科临床
教学中的实践

沈涛 朱星谕 何正富

[摘要] 目的 探讨以案例为基础学习（CBL）教学法联合影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学在胸外科教学中的实践效

果。方法 随机选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胸外科 2021年 9 月至 2022年 9 月 50名见习学生为研究对象

进行研究，根据教学方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予 CBL 教学法，CBL 联合影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学

法。比较两组之间的考核成绩和对教学的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对解剖认识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t=5.26，P＜

0.05）。两组学生对两种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BL联合影像三维重建

及手术视频教学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解剖的认识能力，且学生有很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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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CBL combined with image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urgery video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thoracic surgery SHEN Tao，ZHU Xingyu，HE Zhengfu.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effect of case-based learning（CBL）combined image 3D reconstruction
and surgical video teaching. Methods Totally 50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e 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from Septem⁃
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
ing to the teaching method.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BL teaching method，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BL com⁃
bined 3D reconstruction and surgery video teaching method.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Results The score of awareness of anatomy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5.26，P＜0.05）.The satisfactions of both teaching methods were high，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P＞0.05）. Conclusion CBL combined 3D reconstruction and surgical video teaching can effective⁃
ly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atomy，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s relative high.
[Key words] thoracic surgery； clinical teaching； case-based learning； 3D reconstruction

胸外科是外科学下一门具有极强专业性和实

践性的学科[1]。学习好这门科学不仅需要扎实的理

论基础，同时还要重视实践操作。胸外科的教学内

容主要涉及了相关部位的解剖和呼吸循环系统相

关的病理及生理。但胸外科在外科学的理论教学

时间较短，学生的知识储备明显较少。近些年，由

于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伴随靶向、免疫治疗的进

展，对于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教学中，其

内容和目标应随着诊疗实践的发展开拓思维，同时

与时俱进。我科作为浙江省内重要的胸外科手术

中心，主要承担了临床医学本科生、专业型研究生

和外科住院医师的临床教学培训。自2015年来，我

科尝试使用了一些新型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主要以

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case-based learning，CBL）
为基础，同时尝试联合影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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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式加深学生对解剖的理解。这种新型教学方

法取得了相应成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9 月至2022年9 月在

本科进行见习的50名医学生为研究对象，均来自于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三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五年制

专业，排除中途退出研究及请假的学生。将这些学

生根据教学方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25名，

对照组使用CBL教学方法，实验组采用CBL联合影

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学法。对照组中男性

11 名，女性14 名，年龄（22.96±0.73）岁；实验组中男

性 12 名，女性 13 名，年龄（22.68±0.56）岁。两组组

间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CBL教学方法，首先，教师

对要求的授课内容、病种进行简要阐述。根据学习

要求从病例库中选取典型的病例。学生根据教师

给予的病例，以小组为单位对病例展开分析与讨

论。学生需查阅课本内外的文献资料，进行病例汇

报展示，提出诊疗方案。在此过程中，教师引导提

出相关问题并对知识进行扩展、同时补充学生思考

讨论的不足。实验组使用CBL联合影像三维重建

及手术视频教学方法。在上述CBL教学的基础上，

对于学生在解剖学、影像学上的薄弱点，使用三维

影像重建的方法教授学生相应的解剖学知识及相

应结构在影像上的表现。并展示该病例的胸腔镜

手术视频以加深学生对病例及诊断的理解。两组

间的教授教师均为本科室高年资主治医师，基础知

识扎实且临床经验丰富。

1.3 教学效果评估方法 ①成绩考核，包括：理论

成绩（0～30 分）、实践能力（0～40 分）、解剖认识（0
～30 分），总成绩（0～100 分）。理论成绩的考核由

客观题考核完成，实践能力的考核分为问诊查体病

历书写和临床思维两部分组成。实践能力的考核

评定由我科其它高年资主治医师完成。对解剖知

识掌握的评价，包括通过肺结节的定位决定手术方

案，及手术视频中重要器官结构的判定，通过客观

题考核完成。②教学方法的满意度使用问卷调查

的方法，0～5 分为一般，6～8 分为满意，8～10 分

为非常满意，满意度为 6～10 分的例数占总例数的

百分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数）表示，使用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
表示，行独立样本 t检验。设 P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理论知识

27.24±2.15
27.68±1.55

实践能力

31.04±1.84
30.68±1.65

解剖认识

29.56±0.87*
27.52±1.73

总成绩

87.84±4.65
85.88±3.3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解剖认识的成绩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26，P＜0.05），两组

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及总成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t分别=0.83、0.73、1.70，P均＞0.05）。
2.2 两组学生对教学满意度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对教学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n

25
25

非常满意

20（80.00）
12（48.00）

满意

5（20.00）
9（36.00）

一般

0
4（16.00）

满意度

25（100 ）

21（ 84.00）
由表2可见，两组学生对教学满意度均较高，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传统的教师上课学生听讲的“填鸭式”教育方

法无法让学生参与到临床情景中。目前临床上开

始引入新型教学模式，包括以问题为基础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迷你临床演练评估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CBL、
情景模拟教学等。这些新教学方式目的在于让学

生能够牢固地掌握临床知识，具备科学的临床思

维。新型教学模式通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

性，简化学生获得知识的难度来实现这一目的。以

往的研究表明，这些新的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

临床思维能力，同时提升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2]。

此外，还有文献报道，情景模拟教学的方法有效避

免了临床工作中患者和家属的不配合，或者难以遇

到的急诊病例（如气胸发作、胸部外伤、进行性血胸

等）[3]。还有研究通过微课的方式，将各个知识点分

为10 min左右的视频课程，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时可以反复观看、有针对性地主动观看[4]。值得注

意的是，以上的教学方法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

况进行更多的观察和根据学习结果对教学进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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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的调节。

本次研究使用CBL教学作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的基本教学方法，在临床教学实践过程中，精心收

集挑选案例，并整理成为不同病种的病例库。这些

病例资料包括患者的初诊病情、既往病史、检查资

料、手术视频和随访数据。在教学中，通过对案例

进行讨论的方式诱导学生进行思考和交流，最后通

过教师的讲解和评价促进学生综合地掌握案例背

后的疾病。由于胸腔内器官的解剖关系相对比较

复杂，传统解剖图谱或者二维影像学图像难以让学

生短时间内建立胸腔手术的解剖概念[5]。为了加深

学生对胸腔内解剖的理解，本次研究实验组在CBL
教学的基础上联合了影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

学。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解剖认识的成绩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将薄层电子计算机断层

扫描影像文件导入医学重建软件后生成三维模型，

它不仅可以直观展现肺段、支气管、血管的解剖学

关系，同时展示局部和整体的空间分布。三维影像

重建技术可以通过术前规划及明确靶段来帮助设

计手术路径。在引入教学后，学生可以在术前和术

中了解主刀医师的意图[6]。并且通过3D打印的方式

将模型直观地展示，学生能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解

剖结构[7]。此外还有研究引入虚拟现实技术，让模

型更加具有三维立体感地展现在学生面前[8]。本次

研究利用胸腔镜手术录制的手术视频供教学使用，

学生能够和主刀、助手观察到一样的清晰画面。这

有效克服了传统开放手术时，手术视野对于助手来

说的局限性，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以反复播放、暂停、回放手术，同时

对手术的过程进行讲解，这些都能有效地提高教学

的质量。手术视频的演示将枯燥的书本知识和临

床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专业知识[9]。

影像三维重建与手术视频教学的联合使用还能使

学生了解手术致肺塌陷后解剖结构的改变[10]。

CBL联合影像三维重建及手术视频教学能让学

生提高学习能力，更扎实地掌握基础知识。其核心

在于通过可视化、具体化的方式释放学生的学习潜

能，帮助学生获得科学、严谨的临床思维，为将来的

临床执业打下坚固的基础。但需注意的是，新型的

教学不仅对教师上课内容的准备要求更高，同时需

要更高的师生比例。这对大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

教育教学方法的临床医师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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