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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平台在“临床技能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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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网络教学平台在“临床技能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在我校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临床

技能学”教学中，随机抽取10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各50人。实验组学生采用网络教学

平台结合线下教学，对照组学生采用“临床技能学”传统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利用过程性评价及课程结

束后运用OSCE考试比较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结果：实验组学生课堂动手操作能力、教学效果均高于对照

组。结论：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临床技能学”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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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要求医学人才具有

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动手能力也是实际操作能力，包括

实验操作技能和临床操作技能，是医学生必备的基本功[1]。

为了加强临床技能实践教学，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我

院自 2005 年开始将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课程“诊断学”中

问诊、全身体格检查内容单设为实验课，并先后增加了临

床常见基本操作技能内容（如胸穿、导尿、胃管置入、气

管插管、心肺复苏、腹穿等），此为目前我院“临床技能学”

主要授课内容。 

从多年的“临床技能学”教学实践及学生座谈反馈中

发现，学生对具体操作技能如胸穿、导尿、胃管置入、气

管插管等，经老师集中讲解、演示后，学生按操作流程操

作很容易掌握当堂操作内容。但对体格检查部分，由于内

容较多，老师集中演示后学生分组练习时部分学生还是会

忘记前面老师演示过的操作，需要老师重新单独演示，占

用了课堂练习时间。为提高“临床技能学”实践教学效果，

本研究将网络教学平台的网络课程资源与线下教学相结

合，旨在提高“临床技能学”的教学质量。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由于“临床技能学”教学内容中体格检查部分需要学

生互相帮助练习，常采用的方式是学生互为模特分组练习

各项体检操作，我校一直采用男、女生分组小班授课，班

级人数一般为 20～25 人。本研究在我校 2018 级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临床技能学”教学中，随机抽取 100 名学生（四

个教学班级）为研究对象，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各 50 人

（男、女各 25 人）。两组学生在教学计划及进度、学时数、

教学内容等方面均相同，在教学场地条件、每班人数、指

导老师资历等方面均相当，课程结束后两组学生均在相同

的时间由相同的老师监考进行 OSCE 考试。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临床技能学”传统的教学方法，教

师先将本次课体检视频播放一遍 15～20 分钟，然后分段集

中讲解配合操作示范 30～40 分钟，学生再分组互练体检操

作，下课前 30 分钟教师分组抽查考核当堂课教学内容学生

掌握情况及完成质量，考核成绩作为本次平时成绩。 

1.2.2  实验组教学方法 

（1）课前准备 

授课教师在超星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创建网络课程

资源，将全身体格检查标准操作视频按各个项目分解成一

个个小视频，以菜单式列表供学生选择学习，重点项目视

频设置任务点。 

（2）课堂授课 

学生提前学习反复观看网络课程视频，授课时重点项

目分段集中讲解配合演示示范 20～30 分钟，学生再分组

互练体检操作，下课前 30 分钟教师分组抽查考核当堂课

教学内容学生掌握情况及完成质量，考核成绩作为本次平

时成绩。课堂未考核学生或考核不通过的学生，网上提交

本次课部分项目视频作业供老师批阅，并作为本次课平时

成绩。 

（3）课后 

学生继续巩固学习网络教学平台体检操作项目视频

学习，查漏补缺，学生有疑难问题可通过网络课程教学平

台向老师提出，教师集中解答，集中批阅视频作业，并给

出反馈意见。 

1.2.3  评价方式 

课程期间进行课堂考核计入平时操作成绩，课程结束

后所有学生均进行期末多站式 OSCE 考试，考试内容包括

体检、技能操作（胸穿、胃管置入等）、模拟听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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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等，体检监考老师为三位全程承担本学期“临床技能

学”教学的高年级教师，平时和期末考核均采用共同的评

分标准。 

将两组学生的期末考试笔试成绩、平时体检操作成绩

与期末考试体检操作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对各项成绩均采

用方差分析，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课堂动手操作能力 

研究表明，对照组学生经课堂观看视频、教师讲解及

操作演示，虽每次课教师讲解及演示时间多于实验组，但

学生分组互相练习时，仍有部分学生因不熟悉或走神，不

能独自开展演练，需要老师重复演示指导，占用了学生课

堂自主练习时间，教师课堂主要忙于指导学生如何做。实

验组学生由于课前在网络教学平台反复观看学习了本次

教学小视频，经老师课堂讲解演示后，大部分学生能很快

独自进入操作练习，不明确的地方可以重放视频学习，不

需老师重复演示，节省了自主练习时间，教师课堂主要是

分组巡查，纠正不规范操作，指导学生做得更好。实验组

学生课堂动手操作能力高于对照组，利用网络教学平台配

合课堂教学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 
2.2  课堂教学效果 

“临床技能学”实践教学以 4 学时为一教学单元，每

单元分配有一定的教学目标。对照组学生经传统的教学模

式：先集中观看视频，教师结合教学目标讲解演示，然后

学生分组互相练习，最后教师抽查考核，4 节课下来学生

感觉练习时间不够、学时不够，约 60%学生完成当堂课教

学目标。而实验组学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课前学习操作视

频，课堂很快进入角色，有更多时间进行实操练习，教师

有更多时间纠正学生不规范操作，每个教学单元结束前教

师经过考核，80%学生完成当堂课教学目标，课堂考核质

量高于对照组。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取得的教学效果明显好

于对照组。 
2.3  考试成绩的比较 

两组学生期末笔试成绩、体格检查平时操作考核及期

末考核成绩分布见下表 1。经统计学分析表明，网络教学

平台教学可提升学生体格检查操作能力（P<0.05）。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项成绩比较           人数（%） 
对照组（n=50） 实验组（n=50） 

分 值 
理论考核 平时操作 末考操作 理论考核 平时操作 末考操作 

<69 分 2（4%） 7（14%） 2（4%） 1（2%） 3（6%）★ 1（2%） 
70～79 分 10（20%） 19（38%） 24（48%） 6（12%） 12（24%） 16（32%） 
80～89 分 16（32%） 20（40%） 21（42%） 17（34%） 29（58%）★ 28（56%）★ 
≥90 分 22（44%） 4（8%） 3（6%） 26（52%） 6（12%） 5（10%） 
平均分 85.2 74.5 79.3 88.4 85.6★ 86.9★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0.05 
3  讨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和推动下，医学科学发展迅

猛，临床诊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然而，技术上前所未有

的进步并未在医疗的社会价值上体现，相反医生与患者的

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愈发紧张。社会发展和转型使医学教

育、医疗卫生和医疗改革面临严峻的挑战，医学应回归人

文、回归临床和回归基本功[2]。“临床技能学”是培养医

学生临床基本功的一门专业必修实践课程，其教学效果直

接影响到医学生后期的实习环节基本功、学业水平测试及

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不断提升“临床技能学”教学效果

是每一位临床教师时刻面临的挑战，同时，临床医学专业

认证对医学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都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3]。为提高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践操作能

力，我院诊断学教研室一直致力于不但尝试提高“临床技

能学”教学效果的方法，在实践教学中巩固诊断学理论知

识，融入人文关怀、医患沟通、无菌操作技术、临床思维

等，为以后的临床实习、研究生复试、毕业生就业及毕业

后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等奠定基础。 
3.1  网络教学平台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课堂动手操作能力 

2016 年版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标准要求医学院校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校园数字化学习平台，提升学生自主学

习。自 2016 年起，为适应医学教育发展需要，提升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我院全面开展了网络教学平台建设，“临

床技能学”在网络教学平台也创建了网络课程。但由于原

网络课程的体格检查视频是以头颈部检查、胸部检查、腹

部检查等形式，每部分视频较大、涉及的项目太多，学生

观看起来费时，不利于碎片化针对性学习。在教学平台建

成后未能充分利用，导致网络教学平台在学生日常学习中

利用率低，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为此我们将“临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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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网络课程资源重新优化，将体格检查标准视频各部位

体检项目按项目分解成小视频，每个项目配合图片、文字

讲解帮助学生理解。按部位及体检顺序：视、触、叩、听

将对应的各个项目按菜单式编排，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利用

碎片化时间查看标准操作及反复点播学习，提升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及现场实操能力。“临床技能学”网络课程资源

用于课前，能帮助学生结合所学目标完成课前导学，协助

学生完成重难点知识预习及演练；用于课中，帮助学生掌

握各项目的基本操作流程、注意事项等；用于课后，便于

学生用碎片化时间查漏补缺，纠正不规范操作。而传统的

现场观摩教学，不具备可重复性，学生稍不留神容易错过，

需要指导老师反复演示，占用了学生课堂操作时间。网络

教学平台使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课堂主要是

学生自主操作为主，学生有更多时间跟老师互动。本研究

表明，实验组学生课堂动手操作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利

用网络教学平台配合课堂教学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增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3.2  网络教学平台提升了“临床技能学”教学效

果 

“临床技能学”体格检查部分，由于学时限制、每次

课项目内容较多、学生人数相对较多等原因，传统教学过

程中往往老师前面集中讲解演示后，学生分组练习时因项

目太多，会忘记部分操作内容，老师课堂忙于重复演示或

在考核时发现个别学生还是不会操作。运用网络教学平台

教学后，实验组学生课前学习观看了操作视频，对学习内

容相对熟悉，经老师课堂演示后大部分学生可以进入分组

练习，很少有需要老师重复演示。课堂操作考核及期末

OSCE 考试结果表明：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实验组学

生体格检查操作平时考核平均成绩及期末考核平均成绩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高分段人数明显多于对照

组，说明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方法提高了“临床技能学”教

学效果，提高了学生的体格检查操作实践能力。 

总之，加强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医学生各项临床技能

实践操作能力是每一个临床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4]。由于

体格检查部分内容较多，加上大三学生没有进入临床实

践，学生往往当堂课学会了本次课要求掌握内容，随着以

后的学习内容进一步增多，还是会忘记前面的体检操作项

目。我们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在网络课程中将体格检查部分

各项目按菜单式归类，每个项目配有视频、解剖及操作手

法图片以及文字说明，供学生课后碎片化巩固学习，满足

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需求。本课程研究表明，网络教学平

台结合课堂教学可明显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体格

检查课堂动手操作能力，经课堂过程性评价及期末 OSCE

考试均表明，网络教学平台提高了“临床技能学”的教学

效果。网络教学平台是符合现代教育需求的教学模式，在

“临床技能学”教学中的应用前景可观。 

 

作者简介：袁慧（1968.2—），女，博士，教授，研

究方向：临床医学教育。 

 

【参考文献】 
[1] 马建辉，闻德亮.医学导论第 4 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44-45. 

[2] 雷寒，胡大一.临床医学导论第 1 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1-2. 

[3] 姚娓，王绍武，刘勇，等.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视角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7（7）：46-47 

[4] 刘煜，陈学庆，董君，等.加强高校医学临床技能培训提高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J].高教学刊，2020（27）：7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