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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路径式教学在胃肠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意义。方法 本次研究过程中将选取本院于 2017 年 9 月-2018 年 2 月于
本院实习的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共计 50 例，并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 50 例实习生，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实习生人数为 25 人，
对照组实习生人数为 25 人。观察组临床教学过程中将采用临床路径教学法进行胃肠外科的培训，而对照组将采用常规的临床教学方法进行
培训。在胃肠外科培训期结束后进行考试，考试中所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的病历书写、临床实践操作、理论知识掌握情况以及病例
分析，并将两组所取得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通过将两组所考试的结果进行分析与比较，观察组的实习生所取得的成绩明显优越于对照组
实习的成绩，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且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临床路径教学法实用、有效，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
维及临床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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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Clinical pathway）是指针对某一种疾病创建一套具

有标准化治疗模式和治疗程序，它属于临床治疗的综合模式。临床
路径是以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作为创建指导，实现治疗组织和疾病
管理的方法。它的目标是规范医疗行为，减少变异现象，成本不断
降低，质量不断提高。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临床路径式教学，是实现
学生能够达到实践式教学的目标。以下内容是对临床路径式教学模
式应用于胃肠外科临床教学中进行的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17 年 9 月-2018 年 2 月于本院实习的实习生共计
50 例，并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将 50 例学员，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其中观察组实习生人数为 25 人，年龄 21-23 岁，平均年龄为（22.5
±0.8）岁。对照组实习生人数为 25 人，年龄 21-23 岁，平均年龄
为（22.6±0.5）岁。两组学员均为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在资料比
较方面无统计学的意义（P>0.05），拥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学员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指导教师执教，学生在病床管
理环节中实践参与。观察组学员采用临床路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采
取胃肠外科疾病临床路径为基础，对常见性疾病包含：急性阑尾炎病
症、胃癌病症、结肠癌病症、直肠癌病症为教学主体，主要教导诊断
环节的规范性、对患者询问病史、书写患者病历、临床检验方式的选
择、治疗方案的制定，其教学方式以临床路径教学模式进行。以结肠
癌病症为例进行临床路径式教学，具体教学方案如下：（1）教师需要
向学员提供 1 份结肠癌病症的临床路径，学员需要根据这份临床路径
进行熟悉和掌握。（2）教师需要以这份临床路径文本内容向学员仔细
讲解，讲解时需要根据临床路径的节点对学员进行提问，问题的提出
需要学员必须掌握，才能实现优质教学。举例来说，诊断结肠癌病症

的标准是什么、术前准备有哪些、如何制定手术方案、运用何种手术
方式、患者何时可以恢复饮食、如何预防并发症、患者恢复到何种程
度可以出院等。（3）学员熟识临床路径文本后，教师需要引领学生进
行实际查房工作，运用学到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对患
者进行实际操作检查，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和拥有的临床路径节点。
（4）学员自主查阅相关文献，再参与实际临床治疗，从而完成教师
提出的问题。（5）师生组织讨论，内容为学生在实际临床路径实践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6）教师对学员提出的问题，教师要逐一讲解，
并指出结肠癌病症在治疗方面的发展方向。 
1.3 考试内容及方法 

对两组学员建立的考试内容为：病例分析、临床操作、理论知
识。病例分析需要考查学员在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方案、医嘱方
面的技术水平，以评分的标准进行评价，总分为 100 分。临床操作
需要考查学员在无菌观念、消毒铺巾、开关腹、缝合打结等临床实
践技术能力，以评分的标准进行评价，总分为 100 分。理论知识需
要考查学员对教材中的胃肠外科知识内容以及临床路径知识内容
的掌握能力，以评分的标准进行评价，总分为 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运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 18.0 进行数据的分析，采
用 t 检验进行计量资料数据，如果在 P<0.05 的范围内，则具有差异
性，有统计学的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学员和观察组学员通过考试后的得分进行比较，观察组
学员的考试分数比对照组学员高，两组分值具有差异性，有统计学
的意义（P<0.05）。两组学员在病历书写方面的得分、临床操作得
分、理论知识得分相比较，无差异性，所以无统计学的意义
（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 
组别 人数 病历书写 病例分析 临床操作 理论知识 

观察组 25 91.43±3.24 90.12±4.25 88.12±4.12 92.1±5.67 
对照组 25 87.23±3.36 85.25±4.35 83.17±5.18 83.57±5.21 

t 值  0.512 4.162 1.765 1.424 
p 值  0.421 0.000 0.051 0.052 

3 讨论 
传统医学的教学模式采用的是分学科学习模式，把每种病症的

基础知识、临床表现、病因、发病机制、治疗方案等环节详细讲解，
但是却较为分散。学员在学习时因为教学模式的影响，使思维形成
固化的从因到果的模式，进入实际诊断、治疗时，对病症拥有熟悉
感，但却无从下手。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采用的是单一性病症质量
管理方法，主要以培养学员临床思维能力为目标。临床思维能力的
展现是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为基础，对临床资料展开综合性分
析、运用逻辑推理能力，在复杂的病况中找出矛盾点，并对矛盾点
进行有效解决的过程。此次研究，两组学员在病历书、临床操作、
理论知识方向的得分无差异性，原因是两组学员均为本科生，对于
理论和实践拥有一定的基础，使这三项指标无法展示出差异性。 

综上所述，运用临床路径式教学模式能够提升学员的临床思维

能力，与接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学员相比，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能够
在临床实践中更好的诊断病症和治疗病症。能够运用开拓性思维运
用于病症诊断治疗中，效果比接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学员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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