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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科临床为导向的局部解剖学教学改革实践 
刘冬强 

（邵阳学院基础医学院  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目的：探讨以外科临床为导向的局部解剖学教学改革实践。方法 选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9 月我院外科临床专业学生 90 名，分

别来自于连个班级，其中对照组班级（n=45）实施传统解剖学教学，研究组班级（n=45）实施以外科临床为导向的改良解剖学教学，分析其

对学生教学成果的影响。结果 研究组在学习兴趣、课程满意、教学内容、临床与实践结合情况、学习积极性以及毕业后工作意愿方面的教学

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外科临床专业解剖学教学中以外科临床为导向，实施解剖学教学改革，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徐熙兴趣，

使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良好结合，提高教学效果和满意度，可以在外科临床专业解剖学教学中进行实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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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剖学使临床专业的一项基本课程，其具有非常强的实用

性，可以启动临床医学衔接的作用，局部解剖知识的临床应用主要体

现在手术造作方面。但是在我国主要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医学教育体

系，使外科学与局部解剖学之间的关系被割裂，进而导致学生学习兴

趣不足，对于解剖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不足等情况的发生[1]。特别是胸

部解剖，该部位的组织结构比较复杂，而且其理论知识比较抽象，在

解剖学教学中，因教师对于临床科学知识的缺乏，导致在教学过程中，

无法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对于胸部解剖的知识，进而降低学生对于

解剖学课程的兴趣[2]。我们此次研究，通过对外科学以及解剖学两门

课程进行结合，通过外科临床医师为学生进行解剖学授课，在授课过

程中可以结合外科临床案例，使解剖学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理解能力增

强，促进学生解剖学技能的提高。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9月-2018年9月我院外科临床专业学生90名，分别来

自于连个班级，对照组班级45人，女性5名，男性40名，年龄19-23

岁，平均年龄（21.3±2.1）岁。研究组班级45人，女性6名，男性39

名，年龄19-23岁，平均年龄（21.4±2.3）岁，本次研究入组均为我

院大三外科临床专业学生，入组学生对于本次研究内容知情并同意，

且本次研究以获得院内伦理委员会批准。 

1.2方法 

1.2.1 对照组班级使用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解剖学教学，主要由解

剖学老师为其进行授课，对解剖层次进行讲解，然后由学生进行尸体

局部解剖，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往往会觉得解剖学复杂难学，进而对

教学质量产生影响。为其进行授课的解剖学老师几乎不接触临床，因

此在授课过程中，对于临床实际的结合能力较差，很难提起学生对于

解剖学的学习兴趣。而且局部解剖操作与临床实际手术路径的情况不

符，对的学生的知识掌握并不能在临床中得到应用。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于解剖学的讲解不叫分散、简单，使学生无法实现理论知识与

实际操作的结合，降低其动手能力。 

1.2.2 研究组班级实施改良后的解剖学教学，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一外科临床为导向，在教学早期便有外科学教师介入，使解剖知识授

课避免教学充分，而且对于解剖学教师对学生解剖知识的指导提供便

利，增加学生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的时间，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提

高，增加其对于解剖知识的理解程度，有利于外科专业学生临床思维

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对外科手术学以及局部解剖学进行有机结合，

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影像资料播放、实地解剖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技

能掌握，实现临床与解剖课程的良好结合。 

1.3观察指标 

对学生教学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方向包含提高学习兴

趣、提高课程满意度、改善教学内容、临床与基础教学的有机结合、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主观能动性、提高外科工作意愿等方面进行

调查，有学生进行作答，答案为双选，是或否，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详

细记录。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SPSS18.0 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X2（%）检验，计

量进行 t 检测（`x±s）检验， P＜0.05 提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研究组在学习兴趣、课程满意、教学内容、临床与实践结合情况、

学习积极性以及毕业后工作意愿方面的教学效果高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表1。 

表 1  学习效果对比（名，%） 

内容 研究组（n=45） 对照组（n=45） 

 是 否 是 a 否 

提高学习兴趣 42 3 32 13 

提高课程满意度 43 2 34 11 

教学内容更容易接

受 
41 4 29 16 

基础与临床良好结

合 
45 0 33 12 

提高学习主动性及

积极性 
40 5 22 23 

提高外科工作意愿 37 8 1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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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肺功能评分对比（ sx ± ） 

FEV1/FVC（%） FEV1（L）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参照组 40 52.86±6.75 56.86±6.43 1.09±0.23 1.41±0.28 

研究组 40 52.76±6.34 67.56±7.84 1.12±0.29 1.79±0.21 

X2 值 / 0.6656 5.8665 0.7644 6.8756 

P 值 / 0.5823 0.0000 0.5148 0.0000 

3 讨论 

慢阻肺、支气管哮喘间关系为临床学者关注的重点，两者均为气

流首先性炎症性疾病，受到环境、基因等互相作用而引发[3]。部分慢

阻肺患者在炎症反应、病例生理变化、临症状等方面相似且重叠于哮

喘，存在不同程度气道重塑，伴随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等症状；有

写慢阻肺患者伴随气道高反应性与可逆性气流受限。因此两者在治疗

方面也存在相似性，均主张使用糖皮质激素吸入联合长效支气管扩张

剂治疗。 

雾化治疗为慢阻肺患者常用治疗方法，即以氧气为动力，将药液

洗出并在高速氧气作用下形成雾滴并喷出，在呼吸作用下将药物带入

呼吸道、肺泡、毛细支气管，有效扩张器官，缓解痉挛，有效平喘与

消炎祛痰，配合氧气治疗还有助于改善缺氧症状，避免患者发生低氧

血症，操作简单，治疗效果显著[6]。大量临床实践表明，与静脉滴注

治疗或者口服治疗法相比，雾化吸入治疗效果明显更优，可减少药物

使用剂量，使药物分布均匀，改善治疗效果。另外，雾化吸入治疗由

于直达作用部位，可有效避免肝脏发生首过效应，用药剂量减少，使

得药物全身作用减少，对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糖皮质激素为气道炎症控制药物，常采用雾化吸入治疗，有助于

持续性治疗气道炎症，局部抗炎作用较强，且全身不良反少。有研究

指出[7]，使用不管是慢阻肺疾病加重期还是持续哮喘，均可使用吸入

性激素治疗，可有效控制气道炎症，促进气道的高反应性降低，并促

使发作频率、发作严重程度减少，进而改善肺功能，促进生命质量提

高。因此，在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的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吸入治

疗占据重要地位。噻托溴铵属于选择性抗胆碱能药物，具有特异性、

长效性等特点，可选择性作用于 M1 受体、M2 受体，相比于β2 受

体激动剂，具有持久且缓和的作用，所具有的的副作用较小，为治疗

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的基石。目前，噻托溴铵广泛应用于慢阻肺

合并支气管痉挛患者的治疗中，具有显著疗效，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

大量临床实践表明，噻托溴铵在哮喘的治疗中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

提高支气管哮喘治疗效果。 

本次研究中，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患者应用吸入激素联合噻

托溴铵治疗有效率高达 95.00%，明显高于单独应用吸入激素治疗组，

P<0.05，形成统计学意义，充分证实了，在联合使用效果更佳。研究

组治疗后 FEV1/FVC、FEV1 均优于参照组，P<0.05。可见，应用吸

入激素联合噻托溴铵对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征者进行治疗，有效缓

解症状，改善肺功能，减少不良反应，安全性高，治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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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相比，aP＜0.05。 

3 讨论 

在进行外科临床的教学过程中，使解剖学一外科学进行有效结

合，使局部解剖学知识与外科临床之间的关系得以体现，使解剖学的

呆板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增加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兴趣，使解剖学的

知识内容更容易被接受[3]。通过对外科临床与解剖学的相结合，使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大大提高，使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

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使其作为临床医生的使命感和兴趣得到提高[4]。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在学习兴趣、课程满意、教学内容、临床

与实践结合情况、学习积极性以及毕业后工作意愿方面的教学效果高

于对照组（P＜0.05），这一结果说明，实施以外科临床为导向的解

剖学教学，对于学生学习效果可以起到做进作用。 

传统教学模式，对于解剖学的临床应用价值定义不明确，而且在

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表现过于被动，无法使其所学只是在临床中得到应

用，降低学生学习兴趣[5]。临床外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多媒

体等教学工具，使学生对于解剖学的认识更加明确，将学生带入到临

床治疗的情境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解剖学与外科学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对自身教学能力进行不断完善和提高，更有利于后

续教学模式的开展。 

综上所述，局部解剖学使临床专业的一项基本课程，其具有非常

强的实用性，可以启动临床医学衔接的作用，局部解剖知识的临床应

用主要体现在手术造作方面。在外科临床专业解剖学教学中以外科临

床为导向，实施解剖学教学改革，可以有效提高 学生徐熙兴趣，使

理论知识与实践进行良好结合，提高教学效果和满意度，可以在外科

临床专业解剖学教学中进行实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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