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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系统整合教学方法对提高医学生乳腺疾病认知的作用。方法：对我院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见习的 54 名同学，随机分为
系统整合教学组与常规教学组,每组 27 名学生。常规教学组采取传统的外科学教材、幻灯和病例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整合教学组采
取多学科知识融为整体，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然后观看乳腺手术视频。出科时进行理论测试，比较两组学员对乳腺疾病认知的测试成绩。
结果：系统整合教学组在乳腺疾病的认知测试成绩明显优于常规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乳腺疾病的临床教学中引入系
统整合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医学生对乳腺疾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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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笔者所在科室在临床医学专业见习带教中，实施系统整

合教学方法，开设乳腺疾病模块，将医学生理学、组织学与胚胎学、
局部与系统解剖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外科学、妇产
科学及肿瘤学中涉及的乳腺相关章节的内容进行整合。对临床见习
同学进行系统授课，从乳腺的组织发生、生理、病理生理、病理、
解剖、激素调节、妊娠变化到出现疾病后的诊断及治疗、随访。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 级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一系安排在我科
的见习生，每轮 18 人，随机分成 2 组，每组 9 名，分别为系统整
合教学组与常规教学组；学时：8 学时；共 3 期完成 54 名同学的临
床带教任务。 

1.2  方法  常规教学组采取传统的外科学教材、幻灯和病例讨
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整合组采取多学科知识融为整体，实现
知识的融会贯通，然后观看乳腺手术视频。出科时均进行理论测试，
采用相同测试试卷，测试学员对乳腺疾病的掌握程度，比较两组学
员的测试成绩。 

1.3  统计学处理  出科测试成绩采用 t 检验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 

表 1  两组学员出科成绩对比   （分） 
分数 n x±S t p 

常规教学组 27 81.7±8.3 2.44477  
系统整合教学组 27 87.6±9.4   

合计 54 P ＜0.05  
由此可见，通过系统整合教学的学员的测试成绩优于常规教学

组的学员，经过统计学分析，两组学员的成绩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培养临床医学生的目标 医学院校对于临床医学生的培养，
希望能达到如下三个层次[1]：1、本科生毕业后能熟练掌握临床基础
知识、熟练临床基本操作技能，能胜任基本临床医疗工作；2、本
科生毕业后具备解决临床问题，识别并简单处理急、危、重症患者
能力。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的系统培训，能掌握专科临床技能、独
立处理专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3、本科生毕业后能在上级医
生指导下处理疑难危重患者，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满足大型医疗
单位的需求，熟悉专业领域的新技术、新进展，成为能够独立从事
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较高层次人才。临床见习同学就是这
么一群从医学生努力成为优秀临床医师的人员，对于从未接触过临
床，没跟病患及家属打过交道的学员。如何高质高效的进行临床带
教，完成学院的任务，培育合格的人才成为带教老师亟待解决的问
题。这就是我们进行教学方法改进的出发点。 

3.2 传统的临床带教，专科知识单一、相互割裂，外科老师带
教，主要说外科操作；内科老师带教，着重说内科理论；学院里的
基础课老师强调基础理论是医学发展的基石。各知识点之间相互割
裂，学生们很难很快融会贯通[2-4]。针对上述问题，我科将原有专科
内容进行整合，把多学科内的乳腺相关知识从书本中抽离出来，将
医学生理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局部解剖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
药理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及肿瘤学中涉及的乳腺相关章节的内容
进行整合。对临床见习同学进行系统授课，从乳腺的组织发生、生
理、病理生理、病理、解剖、激素调节、妊娠变化到出现疾病后的
诊断及治疗、直至随访的频率、方式及内容。尽可能的将乳腺知识
融为整体，实现知识融会贯通，使医学生对待临床问题能够科学分
析、提高综合应用能力。但是该模式教学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如临

床教师需要投入较多精力、学员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等。
通过对 3 批次 27 名学员的带教，笔者认为，只要学生们能够提前
把以前学习内容复习一下，带着问题来学习，带教的效果更好。 

3.3 关于起初提出系统整合教学的想法，是因为临床工作中，
笔者经常遇到一些临床问题，需要寻找相关的基础医学的参考书，
才能将问题搞清楚、解决好。所以，基于此，笔者提出将基础医学
与临床医学相关内容的知识点进行整合，改进乳腺疾病的教学方
式，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以临床能力为核心、以
临床思维为引领”的原则，使学员们实现从纵向思维或横向思维到
系统的三维立体思维的转变，建立良好的临床思维模式，以系统的
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用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的临床思维来处
理临床问题的能力[5-8]。通过学员们的出科测试成绩，可以初步得出
结论：通过系统整合教学方法学习乳腺疾病的学员的成绩是优于传
统教学受教者的。但是该方法仅带教了 3 批次 27 名学生，尚待进
一步推广应用后，再予总结。 

3.4 医学教育最终目标是培养出具备良好医德医风和精湛医疗
技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医学人才，而临床教学是培养具
有医学人才的关键阶段[9]。现阶段存在对临床教学工作过程，多流
于形式，导致教学质量难以保障；临床教师忙于临床、科研工作，
疏于教学指导，而有效激励机制的缺乏，影响到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当前医疗大环境下实际操作机会大大减少，影响到医学生临床学习
动力和积极性[10]。因此，“因材施教”，探求适合临床医学生的高效
的带教方法，思考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换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 张莹,张锦英,徐军,等.基于胜任力的转化式学习：医学院校
本科教学的改革路向[J].医学与哲学,2017,38(4A):66-69. 

[2]梁冰,王敏,郦忆文,等.课程整合模式下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
联合教学查房在全科医学专业实习带教中的应用[J].中华全科医
学,2019(10):1749-1752. 

[3] 叶明,戴宪国,李书国,等.内科学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课程模
式研究[J].课程教育研究, 2017(24):148-149. 

[4] 张文芳,陈受田.以器官系统为中心教学模式下的超声医学
教学初探[J].临床超声医学杂志,2017,19(04):279-280. 

[5] 卢伟,刘丹平,张德志,等.以运动系统为例探讨器官系统教学
改革[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17,9(07):7-8. 

[6] 王红艳,涂永生,张雅洁.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呼吸病理》网
络课件的制作与应用[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5,29(04):376-379. 

[7] 朱庆双,张建,贾建国,等.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临床实践能
力培养模式的构建[J].医学教育管理，2016,2(1):332-339. 

[8] 柏杨,黄继东,孙鹏,等.适应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创新教育体
系的构建与实践[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4,34(4):498-499. 

[9] 赵万红,潘龙瑞,朱克刚,等.我国高等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思
考[J].医学与哲学 2014, 35(4A):74-77. 

[10] 冯攀.加拿大医师能力框架对我国制定执业医师能力标准
的启示[J].中国医院管理, 2013, 33(4):61-63 

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简介：彭德峰，男，1980-08-20，山东枣
庄人，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院肿瘤学教研室，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肿瘤外科甲乳一病区。医学硕士，讲师，主治医师。研究方向：
乳腺、甲状腺的临床诊治及教学。 

作者简介：彭德峰（1980-），医学硕士，讲师，主治医师。蚌
埠医学院临床医学院肿瘤学教研室，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
外科甲乳一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