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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中 PDCA循环模式的应用
效果
陈卫东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 广东 云浮 527400 

【摘要】目的 分析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中 PDCA循环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19级医学影像技术班 45名学生作为对照

组（给予传统教学方法），选取 20级医学影像技术班 50名学生作为观察组（给予 PDCA循环模式教学法），时间 2020年

02月 -2021年 7月，比较两组教学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考核成绩和总成绩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 0.05）；与对照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能力、思维逻辑、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评分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0.05）；与对照组故障检修完成度和学习满意度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0.05）。 结论 在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中

引入 PDCA循环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教学满意度，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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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X线机工作过程中限时电路的主要作用为控制曝

光时间，限时电路教学是《医用电子技术》课程中非常

重要的一项内容。因电子限时器具有较多的元器件，且

电路结构非常复杂，学生学习和了解这一部分教学内容

具有困难性，特别是对于分析限时电路来说，学生难以

全面掌握相关知识，难以灵活应用。为了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果，提高学生对于 X线机的操作、检修能力，选取

科学、高效的教学方式具有积极意义 [1]。PDCA循环模式

属于一种现代化、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该模式的应用能

够显著提升限时电路教学质量。本次研究以医学影像技

术班学生为对象，分析 PDCA循环模式教学法的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19级医学影像技术班 45名学生作为对照组

（给予传统教学方法），选取 20级医学影像技术班 50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给予 PDCA循环模式教学法），时间

2020年 02月 -2021年 7月。对照组男 23例，女 22例，

平均年龄（17.18±3.76）岁；观察组男 26例，女 24例，

平均年龄（17.76±3.13）岁。两组一般资料（P＞ 0.05），

具有可比性。两组学生的学制均为三年，教材均为《医

用电子技术》。

1.2方法

1.2.1对照组

该组学生给予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体，教师

主要为学生讲解与 X线机限时电路有关的理论知识，然

后为学生们演示设备操作方法、检修方法以及维护方法

等。

1.2.2观察组

该组学生给予 PDCA循环模式教学法：①计划：以《医

用 X线机构造和维修》教材为依据，分析学生实际学习

情况，制定教学大纲。为学生们制定出科学化、系统化

的教学计划。包括设备的相关理论知识教学以及实践教

学等。②实施：将学生分成小组的方式，教师需要先为

学生讲解理论知识，然后为学生作出示范，讲解与示范

的内容主要包括 X线机限时电路相关知识，道路的检修

方法，仪器操作方法以及维修方法等。③检查：在引导

学生展开实践过程中，教师需要做好引导工作，及时发

现学生存在的问题、不足之处等，为学生展开考核，集

中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④处理：针对学

生出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然后调整学习计划，

开启下一个循环。

1.3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教学效果：观察两组的理论考试成绩、实

践考核成绩和总成绩，展开组间对比。评估两组综合能力：

观察两组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能力、思维逻辑、

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评分，展开组间对比。评估两组故

障检修完成情况：观察两组故障检修完成例数，计算对

比两组故障检修完成度。评估两组学习满意度：满意、

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对比两组学习满意度 [2]。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取 SPSS19.0软件，计量资料用 (±s)表示，

行 t检验；计数资料用 %表示，行检验，（P＜ 0.05）

时代表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

与对照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考核成绩和总成绩相

比，观察组均偏高，组间差异明显（P＜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 [n(±s)]

组别 例数
理论考试成绩

（分）

实践考核成绩

（分）
总成绩（分）

观察组 50 94.35±4.25 93.35±4.12 93.74±4.55

对照组 45 82.35±3.65 81.25±4.12 82.45±4.36

t / 14.683 14.293 12.316 

P /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综合能力比较

与对照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能力、思维逻辑、

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评分相比，观察组均偏高，组间差

异明显（P＜ 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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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综合能力比较 [n(±s)]

组别 例数
专业理论知识与实

践结合能力（分）

思维逻辑

（分）

学习主动性和

自觉性（分）

观察组 50 2.55±0.69 2.57±0.75 2.52±0.62

对照组 45 1.88±0.47 2.01±0.41 2.00±0.36

t / 5.470 4.445 4.927 

P /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故障检修完成情况和学习满意度比较

与对照组故障检修完成度和学习满意度相比，观察

组均偏高，组间差异明显（P＜ 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故障检修完成情况和学习满意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故障检修完成度 学习满意度

观察组 50 48（96.00） 49（98.00）

对照组 45 37（82.22） 38（84.44）

x2 / 4.774 5.643 
P / 0.029 0.018 

3 讨论
PDCA循环模式是一种科学化、标准化的工作程序，

包括计划阶段、实施阶段、检查阶段和处理阶段。分析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发现其具有不断循环这一特点，

与 PDCA循环工作程序相契合，故而，将 PDCA循环模式

应用于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中，势必能够发挥出显著的

作用，不仅仅能够显著提升教学效果，同时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综合能力，令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融合在一起，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3]。近些年来，中专层次的医学影

像技术班学生普遍存在理科基础薄弱、理论知识储备量

不足等表现，学生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差。而 X

线机限时电路教学中含有大量有关于电工学、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数学以及物理学等各个方面知识，对学生知

识储备提出的要求高，学生在理论知识储备知识不足情

况下，会给实际教学工作的展开带来严重阻碍，会提升

学生学习困难性，严重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严重情况下更是有可能致使学生失去学习的自信心。另

外，学生年纪小，在遇到困难时，容易出现被动、消极

等思想，会严重影响到教学效果，学生的技术水平和综

合素养难以提升。

课前对学生实际情况展开调查，全面了解和分析学

生对于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的整体认知水平，以教学大

纲为目标，由教师制定教学计划，确保课时安排合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地赋予理论知识感性化，以

降低教学难度，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

生全面、准确掌握各项知识。同时，教师需要充分考虑

学生在学习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事先制定好解决措施，

当学生遇到问题时及时帮助学生解决 [4]。教师应多与学

生交流和沟通，评估学生的思想动态，给予学生正确心

理引导，帮助学生克服担忧、恐惧等不良心态。在教学

过程中引入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兴趣。学生年龄小，执着于探索未知，乐于动手操作。

为了预防学生出现厌学情绪，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教

师需要先带领学生进入机房，通过电脑模拟令其认识各

种型号、各种类型的限时器，同时开机操作。教师在为

学生讲解 X线机限时电路图时，需充分考虑学生特点，

引入 PDCA循环模式，确保知识深入浅出，将深奥、抽象

的知识简单化处理。教师可以采取挂图、实物、多媒体

课件、板书等展开教学，同时可通过小测验、讨论以及

提问等方式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教师需要及时肯定学

生的表现，采取语言和非语言等方式给予学生激励，多

给予学生鼓励。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巧妙融合在一起，

将复杂的知识点简单化，为每位学生创造出动手机会，

在实验前要求学生预习，提升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熟悉

度，缩短教师讲解的时间 [5]。在 PDCA循环模式教学后，

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问卷调查，分析学生学习效果。通

过检查，第一时间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教

学经验，调整教学方式，从而获取到更好地教学效果。

在未达标情况下，教师需要对其展开详细分析，做好总

结工作，然后投入下一个循环。采取 PDCA循环模式实现

教学方式的不断优化，促使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质量和

效率提升，改革与创新，获取到理想中的教学效果 [6]。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考核成

绩和总成绩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0.05）；

与对照组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能力、思维逻辑、

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评分相比，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 0.05）；与对照组故障检修完成度和学习满意度相比，

观察组均明显偏高（P＜ 0.05）。说明 PDCA循环模式的

应用可以显著提升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内容的质量和效

率，一方面能够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一方面可以培养

学生的多学科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综上所述，在 X线机限时电路教学内容中引入 PDCA

循环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综合能

力，提高教学满意度，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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