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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妇产科

·医学教育·

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在妇科肿瘤治疗中的带教效果
及对教学质量的影响研究

杜振华 夏瑜 刘晓梅 王蕾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在妇科肿瘤治疗中的带教效果及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妇科

肿瘤实习学生 86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3名。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带教，观察组联合基

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两组均连续带教 6 个月，比较两组带教效果、教学质量及带教满意度。结果 带教后 6 个月

后，观察组实习学生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岗位胜任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7.39、6.24、

8.09，P均＜0.05），观察组带教 6 个月后实习学生医患沟通、临床思维、应变能力、团队合作及学习兴趣得分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7.09、6.67、6.65、8.03、5.56，P均＜0.05）；教学 6 个月后，观察组对教学方法满

意度、是否对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是否对语言表达有所提高、是否对解决问题能力有所提高、课堂交流是否增多

及是否在今后教学中继续应用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分别=6.39、5.63、6.43、5.88、6.66、

6.09，P均＜0.05）。结论 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用于妇科肿瘤治疗带教中，有助于提高带教效果及教学质量，可

获得较高的带教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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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case-based learning in gynecological tumor treat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eaching quality DU Zhenhua，XIA Yu，LIU Xiaomei，et al.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on teaching quality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case-based learning in gynecological tumor treatment. Methods A tatal of 86 gynecological oncology interns were se⁃
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with 43 student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using conventional methods，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case-
based learning.Both groups were taught continuously for 6 months，and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quality，and satisfac⁃
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teaching，the theoretical score，operational score，
and job competence score of inte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7.39，6.24，8.09，P＜0.05）.After 6 months of teaching，the scores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clini⁃
cal thinking，adaptability，teamwork，and learning interes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7.09，6.67，6.65，8.03，5.56，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ethods，increased learning motivation，improved language expression，im⁃
proved problem-solving ability，increased classroom communication，and continued application in future teaching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months of teaching，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χ2=6.39，5.63，6.43，5.88，6.66，

6.09，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case-based learning in gynecological tumor treat⁃
ment teaching can help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and can achieve high teach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multiple perspectives case-based learning； gynecological neoplasms； teaching effect； teaching quali⁃

ty；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妇科肿瘤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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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科室的带教相较于其他科室更为特殊、专业性更

强、知识涉及面更广，具有更高的诊疗难度[1]。化疗

是妇科肿瘤患者常用的治疗方法，能杀死肿瘤细

胞，多数患者可从中获益。但是，妇科肿瘤类型较

多，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存在差异性，导致带教难度

较大[2，3]。基于多角度的教学模式，能以学生为核

心，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提升临床实践能

力[4]。本次研究以妇科肿瘤实习学生为对象，探讨

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在妇科肿瘤治疗中的带教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0年3 月至2022年4 月期

间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肿瘤实习

学生 86名，纳入标准包括：①均为本院妇产科肿瘤

实习生；②配合完成本院相关资料审核，符合进修

要求；③积极参与培训，并完成实习。并剔除：①轮

岗于其他科室或处于妊娠期者；②中途发生变故或

放弃实习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观察组43名，其中男性8名、女性35名；年龄

18～26 岁，平均年龄（22.42±3.32）岁；学历：本科21名、

本科以上 22名。对照组 43名，其中男性 2名、女性

41名；年龄21～26 岁，平均年龄（22.52±3.31）岁；学

历：本科24名、本科以上19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方法带教。带教前带

教老师详细阅读大纲，了解妇产科肿瘤基本情况，

对实习学生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行摸底；同时，

针对教学大纲要求，以课堂教学为主，引入典型病

例，通过视频和床旁检查方式结合，让学生充实理

论知识，强化临床实践能力。整个教学期间均以授

课老师为主，进一步细化妇科肿瘤类型，详细地介

绍不同疾病的机制及治疗方法，实习学生做好相应

的笔记[5]。

观察组联合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由带教

老师带领学生熟悉妇科肿瘤科室环境，讲解妇科肿

瘤专科诊疗要点、诊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告知学

生端正学习态度，介绍妇科肿瘤相关知识与操作技

术，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常见妇科肿瘤诊断和治疗的

流程，避免盲目学习。在理论带教的基础上联合多

角度的案例教学。①翻转课堂：授课前带教老师精

心备课，将相关学习资料、典型病例等发给学生，积

极引导学生课前预习、自主学习；借助微信平台、钉

钉等软件进行线上授课，学生根据预习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反馈，并由带教老师辅助解答；②教学

查房：在妇科肿瘤学生带教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查

房制度，每天以查房方式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并

介绍不同疾病的治疗方法、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让学生更早地接触临床，以真实的病例完成相

关知识的归纳和梳理；③小组讨论教学：带教过程

中强化小组间的讨论，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可通

过角色扮演的方法，以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案为

主，各抒己见，并做好总结，老师进行总结及点评；

④疑难病例讨论：选择化疗治疗效果不佳的疑难病

例，分别从诱发因素、病理类型、治疗过程等进行综

合讨论、整理及总结。两组均连续带教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①带教效果：两组带教 6 个月后分

别从理论、操作成绩、岗位胜任能力进行考核，每项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效果越佳[6]；②教学质量：从医

患沟通、临床思维、应变能力、团队合作及学习兴趣

完成教学质量评估，每项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教学

效果越好[7]；③带教满意度：从对教学方法满意度、

是否对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是否对语言表达有所

提高、是否对解决问题能力有所提高、课堂交流是

否增多及是否在今后教学中继续应用完成满意度

评估，每项100 分，≥90 分为满意[8]。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带教效果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带教效果比较/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理论成绩

93.26±5.39*
84.12±4.15

操作成绩

92.19±5.23*
81.57±4.11

岗位胜任能力评分

91.98±5.19*
82.58±4.1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带教6 个月后，观察组实习学生理

论成绩、操作成绩及岗位胜任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7.39、6.24、8.09，P
均＜0.05）。
2.2 两组教学质量比较见表2

由表2可见，两组带教前的教学质量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0.79、0.42、0.08、0.60、0.67，
P均＞0.05）。观察组教学 6 个月后医患沟通、临床

思维、应变能力、团队合作及学习兴趣评分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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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7.09、6.67、 6.65、8.03、5.56，P均＜0.05）。
表2 两组教学质量比较/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带教前

带教后

带教前

带教后

医患沟通

75.86±6.49
91.63±7.98*
75.88±6.51
85.67±6.85

临床思维

71.54±5.97
90.46±8.57*
71.57±6.00
86.18±6.68

应变能力

73.27±6.43
92.31±6.39*
73.24±6.41
82.37±6.59

团队合作

73.63±6.47
93.15±6.43*
72.38±6.45
81.52±6.58

学习兴趣

70.88±6.34
91.87±8.00*
70.90±6.36
84.25±7.89

注：*：与对照组带教后比较，P＜0.05。
2.3 两组学生在带教 6个月后对教学的各项满意 度比较见表3

表3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3
43

对教学方法

满意度

42（97.67）*
34（79.07）

是否对学习积极

性有所提高

43（100 ）*
33（ 76.74）

是否对语言表达

有所提高

41（95.35）*
31（72.09）

是否对解决问题

能力有所提高

42（97.67）*
32（74.42）

课堂交流是否增

多

40（93.02）*
30（69.77）

是否在今后教学

中继续应用

41（95.35）*
33（76.7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3可见，观察组带教 6 个月后各项教学满

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
6.39、5.63、6.43、5.88、6.66、6.09，P均＜0.05）。
3 讨论

妇科肿瘤在临床上发生率较高，带教过程中涉

及内容较多，传统带教模式由教师负责传授知识，

讲解相关问题，学生更多的是被动接受知识，但是

长时间被动、消极的学习态度，难以实现理论与实

践操作的有机结合，导致教学质量较低[9]。妇科肿

瘤专科进修医师教学以课内的病房和门诊教学为

重点，注重实践中经验的积累，但各级课程体系理

论性较强，导致教学模式难以让医生了解妇科肿瘤

诊疗进展，容易产生知识盲区或误区。

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以典型的妇科肿瘤病

例为基础，分别从病例的就诊、诊断、治疗及康复等

不同角度进行干预，强化对患者的查房带教，能获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10]。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带教后

6 个月后，观察组实习学生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岗

位胜任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均＜0.05），带教学生

医患沟通、临床思维、应变能力、团队合作及学习兴

趣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均＜0.05），同时，观察组对

教学方法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均＜0.05）。以上

结果表明通过多角度的案例教学能提升妇科肿瘤

带教医生考核能力，可获得较高的教学质量。分析

原因：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干预，借助微信、钉钉等学习App，在实际案例基础

上进行带教，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转变学习模式，

通过翻阅资料、听课、理解、记忆等，形成一种良性

循环，让学生实现自主学习，从而激发主动学习兴

趣，转变教学模式。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过程

中，病例的选择尤为关键，所选病例应与教学内容

紧密结合，亦需要符合大纲要求[11]。同时，带教过程

中应详细剖析病例，做到经诊疗评估、查看病史资

料、翻阅文献等，做出初步诊断，完整地讲解患者的

症状、体征存在的原因，并制定科学的诊疗计划[12]。

通过典型、疑难病例，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养成

独立自学的能力，可进一步巩固知识，让实习医生

带着问题实习，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13]。

综上所述，基于多角度的案例教学用于妇科肿

瘤带教中，能提升妇科肿瘤带教质量，提高教学效

果和教学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但本次研究时间

较短，再加上纳入学生数量较少，需要进一步研究

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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