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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思维导图教学法在内分泌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方法：研究以2017年4月~2018年12月期间于我院内分

泌科进行临床学习的120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学习的时间进行分组，先入院的作为普通组，采用常规方式进行

临床教学，后入院的作为实验组，采用思维导图教学法，对比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医学生理论考试得分为（94.8

±3.4）分，实践操作得分为（89.7±4.7）分，各项数据高于普通组（P＜0.05）；实验组医学生中100%（60例）认为思维导

图教学法可以培养创造性思维，有95%（57例）认为思维导图教学法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有91.67%（55例）认为思维导

图教学法有助于整体把握知识结构，有96.67%（58例）认为思维导图教学法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各项数据较普通组更高（P

＜0.05）。结论：思维导图教学法可以提高内分泌科临床教学效果，帮助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践

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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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科疾病种类较为复杂，知识结构繁琐，学习难度

大，在临床学习的过程中，许多医学生表示学习有困难，知

识复杂程度过高[1]。因此，在内分泌科的临床教学中，必须

采取适合的教学方式降低学习难度，减少学生学习压力，从

而提高其学习积极性[2]。本文将对思维导图教学法在内分泌

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并以 2017 年 4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内分泌科进行临床学习的 120 名医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对该教学方式的实际效果进行了讨论，内容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以 2017 年 4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内分泌科

进行临床学习的 120 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学习

的时间进行分组，先入院的作为普通组，采用常规方式进行

临床教学，后入院的作为实验组，采用思维导图教学法，每

组 60 例医学生。实验组医学生年龄 23~26 岁，平均年龄（24.3

±0.7）岁，其中男性 42 例，女性 18 例；普通组医学生年

龄 23~25.8 岁，平均年龄（24.1±0.5）岁，其中男性 40 例，

女性20例。两组医学生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

可以进行比较。 

1.2方法 

普通组医学生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展开临床教学。实验

组医学生采用思维导图教学法，内容如下： 

1.2.1备课 

课前，带教老师需要向医学生简单讲解思维导图教学的

相关概念和方式，传授学生如何绘制思维导图。以“急性心

肌梗死”为例，向学生讲解思维导图的绘制过程和方式，首

先，拟定主题，将思维主题写在图纸中央位置，而后提出次

主题，呈放射性罗列在主题周边或下部位置；在次主题下部

以图像或文字方式提出关键词；使用线段连接方式展示主题

间的关系，并将其简单标注在连接段两侧；最后使用不同颜

色、自体等展现主题的不同层次。 

1.2.2实施 

临床教学中，需要导入思维导图的概念，按照思维导图

进行主题和次主题的逻辑性讲解，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为

例，首先提出疾病概念，而后需要讲解疾病的病因、病理生

理、诊断、症状、并发症、治疗原则等，最后意一一细化罗

列，讲解临床治疗与患者病例、病因、症状、并发症之间的

关系等。整个讲解过程，必须符合治疗实际和思维逻辑，最

后进行总结，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提出疑问，由师生共统

讨论该疾病中存在的思维导图关系，增强记忆和理解。 

1.2.3评估 

使用自制的试卷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成果进行评价，

试卷为统一试卷，总分 100 分；有带教老师随机提出临床问

题并进行评价，学生进行实际演示作答，总分 100 分。依据

评估结果，不断对教学方式进行改进。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学生的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使用自制的临床

教学质量问卷调查两种方式的教学结果，问卷包括思维导图

教学法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思维导图教学法有助于整体

把握知识结构、思维导图教学法可以激发学习兴趣、思维导

图教学法可以培养创造性思维四项内容，分为是和否两个选

项，由学生自主评价。 

1.4统计学分析 

研究使用 SPSS21.0 对组间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计数资料以（%）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分

别使用 X2 和 t 值检验，P＜0.05 表示研究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医学生的学习成绩分析 

表 1：两组医学生考试成绩比较（x±s）分 

组别（n=60） 理论考试 实践操作 

实验组 94.8±3.4 89.7±4.7 

普通组 90.1±2.7 82.4±3.8 

t 8.3853 9.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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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 ＜0.05 

实验组医学生理论考试得分为（94.8±3.4）分，实践操作得分为（89.7±4.7）分，各项数据高于普通组（P＜0.05）。 

2.2两种教学的方式的教学效果分析 

表 2：两种教学的方式的教学质量比较（n/%） 

组别（n=60） 培养创造性思维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整体把握知识结构 激发学习兴趣 

实验组 60（100） 57（95） 55（91.67） 58（96.67） 

普通组 50（83.33） 47（78.33） 45（70） 48（80） 

X2 10.9091 6.5789 6.000 8.0863 

P ＜0.05 ＜0.05 ＜0.05 ＜0.05 

实验组医学生中 100%（60 例）认为思维导图教学法可

以培养创造性思维，有 95%（57 例）认为思维导图教学法

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有 91.67%（55 例）认为思维导图

教学法有助于整体把握知识结构，有 96.67%（58 例）认为

思维导图教学法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各项数据较普通组更高

（P＜0.05）。 

3、讨论 

内分泌科的知识结构较为复杂，所要学习和掌握的病

理、病因、并发症等内容非常多，临床学习难度较大。通过

应用思维导图教学，可以以图表形式建立知识间的逻辑思维

关系，这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有助于学习记忆和理解[3]。

思维导入的使用可以让传统教学中的碎片化知识点转化为

了整体性的线性思维，在提出一个知识点后，学生可以迅速

的搜寻到相关知识点，并清晰它们之间的关系，迅速找出疾

病的治疗方式，有效的减少遗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

平和操作水平具有积极作用[4,5]。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实验组医学生理论考试得分为

（94.8±3.4）分，实践操作得分为（89.7±4.7）分，各项数

据高于普通组（P＜0.05），同时，实验组医学生对教学质

量的评价结果也更高。说明：思维导图教学方式可以提高临

床教学水平，并获得了学生的肯定。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教学法可以提高内分泌科临床教学

效果，帮助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

践操作能力，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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