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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数据库在医学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刘嘉 1  徐嘉璐 1  孙乐乐 1  董愫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目的：医学本科教学理论抽象庞杂，专业性强，学生实践机会少，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通过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将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内容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方法：构建以疾病为主线，将相关基础理论、临床实际病例资料、仿真
教学视频和实践教学资源等整合于一体的甲状腺疾病临床资料数据库，并将之应用于医学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共 56 人纳入研究。
学习结束后考核评价。结果：所有学生均通过考核，数据库教学组理论成绩及总成绩整体略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数据库
组技能操作成绩及优秀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调查反馈结果显示所有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示满意，持积极支持态度，
承认从中获益。结论：将临床资料数据库应用于医学本科生教学，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效的连接起来，
有利于培养本科实习生临床实践阶段的学习兴趣和临床思维，扩大学生的视野和信息量，巩固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掌握，大大提
升医学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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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本科生教学内容抽象庞杂，专业性强，实践要求高，学生

往往很难有效地理解和掌握，一直是教学改革关注的焦点。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医学本科生教学的关键[2]。传统的教学模式中，理论

教学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时间短，内容枯燥。并且多以单向式的

灌输教学为主，强调专业知识的接受和记忆，缺乏对知识实践运用

的训练和培养，教学效率低下。临床实习阶段，学生刚刚从书本过

渡到实践，接触的项目纷杂繁多，往往只能留下表浅的印象。同时

当前医疗环境下学生与患者接触机会有限，非常缺乏对具体疾病的

感性认识。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提高，多媒体、网络平台等技术

逐步渗入到教学的各个领域，学生能够接触到的学习内容丰富了，

但是也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过多的资料堆积、资料分散，使

学生很难通过自主学习，从茫茫资料大海中抓住主线，关注重点，

对所学内容达到有效的认知。本研究探索构建以疾病为主线，将相

关基础理论、临床实际病例资料、仿真教学视频和实践教学资源等

整合于一体的甲状腺疾病临床资料数据库，并将之应用于医学本科

生教学的方法，以提升医学本科生教育的水平、质量和效率。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我科实习的本科医学生为研究

对象，所有学生在入科之前均已学习过外科学中关于甲状腺的内

容。共 56 人纳入研究，男生 25 人，女生 31 人，平均年龄 21.0±0.5

岁，随机平均分为数据库教学组和对照组（传统方法教学），两组

同一教师授课。 

1.2 数据库构建 

采用网络平台，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将疾病相关的知识、临

床资料和教学资源加以整合并体系化，一方面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将分散的知识集中起来，优化教

学配置，积累教学资源。（1）数据库基础理论部分的构建。基础理

论是学生了解疾病的基本途径。通过收集整理关于疾病的经典理论

书籍、指南、专家共识和相关文献等资料，数据库将为学生提供丰

富、权威的疾病相关的基础理论。所有资料均转化为电子资源，储

存于数据库中，由数据库管理员统一管理。（2）数据库临床病例资

料部分的构建。临床病例是医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不同的病例

可能有的具有疾病典型的症状体征，有的具有疾病的罕见表现，有

的同时具有疾病的所有表现，有的仅仅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本科生

在实习阶段通常无法完全见到。数据库收集保存大量的临床病例资

料，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现病史、专科查体、

术前辅助检查资料、手术资料、病理资料、术后随访资料等。将资

料整理归纳，集中管理，建立索引，方便检索使用。（3）数据库教

学视频和教学资源部分的构建。临床实践教学涉及很多实践操作，

种类繁多，程序复杂，刚进入临床学习的本科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掌

握。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数据库收集整理大量的临床基本操

作和手术相关的视频，包括：临床技能大赛中以仿真模拟人为对象

的基本操作视频、临床诊疗过程中以病人为对象的实际操作视频和

一些疾病相关的手术操作视频等。所有视频采用统一格式，分类管

理，简单明了，实现资源共享，便于学生反复观看学习。数据库同

时收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形成的相关的资料，包括教学课件、教案、

教学心得和教学反馈等，整理利用以有效的提高教学效率。 

1.3 数据库的管理与应用 

本科生的临床实践教学涉及很多学科，学习内容多，学习时间

短，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临床资料数据库在

这一过程中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数据库将以某种疾病为主线，将与

之相关的基础理论、典型和罕见病例资料、相关操作视频整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可为指导教师提供有益的教学经验、

心得，便于教学。同时简化了学习的各个过程环节，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以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为例，在数据库中输入“原发性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可以检索到与这一疾病相关的不同链接，

通过点击链接就可以打开相应的内容，包括：疾病的基础理论（内

容涵盖病因、症状体征，解剖知识、治疗方法等），国内外经典文

献，患有该疾病不同患者的信息和临床资料，疾病相关的操作及手

术视频、相关教案、教学课件等。数据库由管理员实时维护，定期

更新。更新文献、视频资料及所有新增病例资料均由项目负责人组

织项目组及相关科室人员进行讨论、核实，统一录入。学生可以通

过电脑检索，自行学习，也可在带教老师的指导讲解下学习。 

1.4 临床资料数据库应用效果评价 

实习结束后，所有学生接受考核。各组总成绩=理论成绩×60%+

技能操作×40%。理论试题在临床技能中心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

操作技能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技能操作均由主治医生以上教师进行

考核，总成绩>85 分为优秀。总体优秀率=优秀人数/学生总数×

100%。比较两组之间成绩的差异。同时对本数据库展开问卷调查，

进行反馈评估。 

1.5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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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分别计算两组理论平均成绩、技能平均

成绩，总成绩等。问卷调查中计数资料计算人数与总体比。 

2.结果 

2.1 考核成绩 

所有学生均通过考核，考核成绩结果呈正态分布，数据库教学

组理论成绩及总成绩整体略高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数据库

组技能操作成绩及优秀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表 1 考核结果 

 数据库教学组 对照组 P 值 

理论平均成绩 86.3±3.6 83.5±4.7 0.133 

技能操作平均成绩 89.2±2.7 84.4±3.3 0.045 

总成绩 86.9±3.9 83.8±4.1 0.097 

优秀率（100%） 69.1 45.2 0.031 

及格率（100%） 100 100 — 

2.2 调查反馈结果 

所有学生在实习结束后均接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数据库教

学组所有学生对于这种教学方式表示满意，对采用数据库进行临床

教学都持积极态度。与对照组相比，数据库教学组学生对本专业的

临床实习更有兴趣，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更加积极主动对临床

问题提出思考探索，同时对知识的掌握度更高，对带教老师的满意

度更高，教学氛围更融洽。 

3.讨论 

医学本科生教学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逐渐深入的过程，也是一

个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临床实习阶

段是医学本科生逐渐形成临床思维的重要时期。如何将枯燥复杂的

医学基本理论和五花八门的临床病例更好的衔接起来，使学生理论

强、动手棒，最终成长为符合临床实际需要的好医生，一直是医学

教学工作者积极探索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以疾病为主线，集理论体

系-仿真教学-临床病例-实践教学于一体的临床资料数据库，并将

之应用于医学本科生教学，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理论与

临床实践有效的连接起来，有利于培养本科实习生临床实践阶段的

学习兴趣和临床思维，扩大学生的视野和信息量，巩固学生对课堂

理论知识的掌握，从而大大提升医学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的水平和

效率。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单向式的灌输教学为主，强调专业知识的接

受和记忆，缺乏对知识实践运用的训练和培养，乏味而无趣，教学

效率低下。此外，医学本科生教学临床实践中，疾病多种多样，既

有和教科书高度一致的典型病例，也有具有特殊表现的罕见病例，

在短时间内，学生一般很难有效掌握。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学生能够接触到的学习内容也更多，更杂乱，其中很多是重复的，

陈旧的，不必要的，甚至错误的内容。国内外一直有人在尝试通过

整合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之更加实用高效，将教师有限的精力学生

有限的时间，更加充分的利用起来，使教学目的更清晰、教学方法

更高效、教学效果更加明显。比如翻转课堂、PBL 教学法、CBL 教

学法等。也有人在尝试利用数据库的优势，使学生对某疾病达到更

系统全面的认识，如：江其龙等利用移动平台发展出急危重症医学

的移动教学模式，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率及

临床实践能力。马莉莉等人将数据库应用于循证教学查房，带学生

一步步将患者的主诉及医生所掌握的症状、体征，辅助检查等转化

为治疗措施用以实际治疗。钟理等人采用 UpToDate 数据库指导学

生进行循证实践，获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赵琴等人将数据库与加

涅学习模式整合在一起，用于超声临床教学。她们研究发现：学生

对于影像数据库构筑的加涅学习模式乐于接受，普遍反映学习兴趣

浓厚，临床超声诊断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提

高，提高了临床实习学生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谢

小波等将骨科数据库应用于教学，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研究发现在理论教学的同时结合临床实际的病例，形成立体式

的知识网络，有助于学生对疾病的学习和理解，能有效减少学生对

于临床理论学习枯燥无味的体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理论学习中临床病例的引入，能促使学生更多的展开讨论，无形中

培养学生临床思维水平，使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把握更牢固，对技能

操作的兴趣大大提高。比如在一些外科课程中，相关多媒体资料和

3D 影像的使用，能使学生对相关器官、疾病涉及到的解剖有比较直

观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对于重点、难点知识的理解，避免了知识

的盲区，大大简化学习难度。 

临床实习阶段，学生刚刚从书本过渡到实践，接触的项目繁多，

往往只能留下表浅的印象，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常常用到仿真教学，在我国近年来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一方面

能够避免临床实际操作患者不情愿的尴尬，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反

复练习提高操做熟练度。本研究将仿真教学视频与临床实践操作视

频相结合应用于本科生实习教学，通过反复观看，能使学生对于书

本中晦涩的手术操作描述有更准确的认识，同时提高对关键知识点

的辨识和记忆。 

在高等教育中“研究性教学”理念是一个愈加重要的课程改革

趋势，多媒体数据库在这种新教学模式中的运用将成为一大亮点。

教师应当意识到系统性数据资料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有意识和有步骤的引导学生使用这些资源，突破传统的教学思维，

创造良好有效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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