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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互联网+”基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在医学影像学本科生超声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内
蒙古医科大学 2015 级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生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超声诊断学授课中分别对两组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法和“互联网+”
基础上联合教学法，比较不同教学模式下两组学生的受益程度。结果：实验组和对照组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均相同，实验组学生的
考试成绩和课堂满意程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互联网+”基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应用于医学影像学本科生超声
诊断学的讲授中对学生颇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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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国内的医学院校影像医学教学常采用传统的

LBL(lecture- 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传统的 LBL 教学模式常以
讲义为导向，以教师给学生提供知识和信息为主，它基本采用
灌输式教学模式。近年来我国医学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在
新的医疗环境下，全社会对于医学生有了更高水平的要求，传
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医学生的学习需求。随着互联
网的高速发展，网联网已经成为了一个高效的、便捷的、成熟
的学习平台，在互联网基础上运用传统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
通过 LBL 教学法指导学生预习，讲授影像医学的理论基础，再
运用 CBL 教学法通过设问、小组讨论、总结，老师总结反馈等
方式，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以及实践操作能力，有利于学生对
于病例的理解以及与诊断工作的衔接，全方位的带动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在高等医学院校的
教育教学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将内蒙古医科大学 2015 级医学影像学专业的 58 名学生随

机分为对照组（n1=29）和实验组（n2=29），分别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法，实验组学生采用“互联网+”
基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所有学生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两
组学生授课教师、授课内容、授课重点及教学学时均相同，两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传统教学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传统教学模式采用传统的“教师

—学生”知识流向模式，以教师向学生提供知识和信息为主，
充分利用教师的专业知识，根据医学影像学教研室所制定的教
学大纲、授课计划及备课情况为基准进行系统授课，借助多媒
体课件及课程讲义全面讲解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临床表现、
影像学表现，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通过单向流量输出模式
完成对教学内容的讲授。 

1.2.2 联合教学法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衍生了不同终端多边互联的通讯平台，

具有实时性、便利性、突破时空间限制的特征，借助网络多媒
体通讯的优势，将 LBL 与 CBL 结合起来，使互联网平台成为临
床教学的第二课堂。 

实验组采用“互联网+”基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具
体步骤如下：①LBL 教学阶段：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大纲以 LBL
教学法讲授课程的基础理论部分，借助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讲
授内容包括主要影像检查技术原理、各个章节的总论部分、各
系统基本病变，旨在构建思维逻辑框架，建立完整的影像学专

业基础知识体系，为影像医学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② CBL 教
学阶段：采用“以病例为导向、 以问题为轴心、 以学生为主
体、 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式学习，首先将
教学典型病例其移植到网联网平台内，在网络空间展示病例的
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实验室检查等信息。以授课教
师提出教学问题为核心，向学生布置学习任务，要求学生根据
所提供的病例信息做出相应的诊断及鉴别诊断。③讨论总结阶
段：安排学生在网络平台上展开小组讨论学习, 学生各自陈述初
步诊断思路及诊断结果，小组成员间进行充分讨论，并相互补
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并提出未解决的问题。授课教师在
课堂上对于平台中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并向学
生系统的讲述疾病的临床特点及诊断要点，强化学习内容，使
学生对于教学内容进行深入讲解与拓展，在理论知识得到夯实
的基础上，更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对于疾病的诊治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与掌握，具备更强的实践指向特征，更加强影
像学与临床工作的联系。④随访阶段：学生课后通过“互联网”
的 PACS 系统对病例进行远程的追踪随访，总结诊断经验，使
知识储备基于网络技术的向广域延伸,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
习的容量, 益于学生的进步与提高。 

1.3 教学效果评价 
两组学员教学效果评价，采用调查问卷和考试试卷两种形

式。 
调查问卷用于评定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调查内容包括对

课程感兴趣度、 参与课堂讨论度、自我学习能力、培养临床思
考能力、检索文献能力等方面，全面了解学生对教学法的满意
程度。 

学生考试分为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两大部分，总分 100 分
（包括 40%理论成绩及 60%实践操作成绩）。理论成绩总分为
100 分，包括基础知识（40 分）和病例分析（60 分）两部分，
实践成绩总分为 100 分，包括阅片（40 分）和影像临床操作技
能（60 分）两方面。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数据均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x±s），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别采用 t
检验，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互联网+”基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相比较于传统教 学法 具有 更显 著的优 势， 在教学 过
程中突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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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各项 综合能力（P＜0.05），评价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种教学效果的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评估 非常有用 有用 基本无用 无意见 
类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课程感兴趣度 65.52* 51.72 34.48* 24.14 0* 24.14 0 0 
参与课堂讨论度 75.86* 13.79 24.14* 13.79 0* 72.41 0 0 

自我学习能力 68.97* 44.83 24.14* 13.79 6.90* 41.38 0 0 
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68.97* 58.62 20.69 20.69 10.34* 20.68 0 0 

检索文献能力 65.52* 48.27 31.03* 24.14 3.45* 27.59 0 0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2.2 学生考试成绩分析  
通过对两组学生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理论成绩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实验组的实践
操作成绩、总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评价结果
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比较 （x±s） 
分组 基础知识 实践技能 总成绩 

实验组（n=29） 32.47±2.13 52.20±1.74* 84.67±3.02* 
对照组（n=29） 31.53±1.72 40.204±2.81 71.73±4.22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3.讨论  
当今社会医学影像信息化发展迅猛，医疗设备的不断升级，

对于先进医学影像学人才培养有了更高水平的职业要求，医学
影像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互联网+”基
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在建立好系统的逻辑框架和理论知
识的基础之上，采用 CBL 教学法，引入经典的案例，通过设计
高质量的、有逻辑性和针对性的问题，借助使互联网这一多维
度的交流平台使学生主动参与到知识的学习中，把学习的主体
地位逐渐转移给学生，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提高分析、解决实
际临床问题的能力，改变了以往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模式。联合
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预习相关知识内容的好习惯，同时提高
了学生查阅临床资料能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打下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提高了实践操作技能，全方位掌握医学影像学学
习内容，同时让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升华。 

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基础上 LBL 联合 CBL 教学法
突破了传统的 LBL 教学法的局限性，联合教学法应用灵活，其
应用于医学影像学本科生的教学中，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激发
学生学习效率，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医学影像学专业人才，输
出优质医疗人才的教育工作中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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