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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手段在神经外科实习教学中的作用

朱俊乐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　200065

摘　要：目的：分析神经外科临床实习教学用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的价值。方法：对 2021年 11月 -2022年 10月在本院神

经外科中实习的医学生（n=40）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和对照组各 20人，前者采取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法，后者行常规

教学。对比考核成绩等指标。结果：关于理论知识、病例分析与实践操作这三方面的考核成绩，试验组数据分别是（95.67±2.14）

分、（89.35±3.74）分、（91.23±4.68）分，和对照组数据（86.27±3.58）分、（80.14±3.96）分、（83.45±4.02）分相

比更加优异（P＜ 0.05）。关于教学质量这个指标：试验组数据（98.25±0.94）分，对照组数据（91.32±1.78）分相比更高（P
＜ 0.05）。关于综合能力：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0.05）。关于教学满意度这个指标：试验组数据 100.0%，和对照

组数据 80.0%相比更高（P＜ 0.05）。结论：神经外科临床实习教学用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医学生的考核成绩提升更加明显，

综合能力改善更为迅速，教学满意度也更高，教学质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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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neurosurgery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in the new situation. Methods: The medical 
students (n=40) who practiced in the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1 to October 2022 were 
randomized, with 20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adopted visual teaching metho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hile the 
latter conducted routine teaching. Compare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nd other indicators. Results: As for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case analysi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test group data were (95.67 ± 2.14), (89.35 ± 3.74), (91.23 ± 4.68), 
and (86.27 ± 3.58), (80.14 ± 3.96) and (83.45 ± 4.02), respectively (by P <0.05). On the index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data of the 
test group (98.25 ± 0.94) and the control group (91.32 ± 1.78) were higher (P <0.05). On comprehensive ability: higher data in the 
tes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For the index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the test group data was 10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80.0% data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neurosurge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of medical students is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is improved 
more rapidly,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is higher,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better.
Keywords: Visualization means; assessment performance, neurosurgery; new situation; clinical practice

医院组织结构中，神经外科占据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地

位，肩负着对神经外科疾病进行诊疗与管理等重任 [1]。而

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执行者，其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的高

低，会对科室的整体医疗质量造成直接性的影响 [2]。为此，

医院有必要加强对实习医学生进行教学的力度，让医学生

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进行有效的结合，以提高其操

作水平，同时也能培养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让医学生能

够更加符合医院的要求 [3]。本文选取 40 名医学生（2021 年

11 月 -2022 年 10 月），着重分析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用

于神经外科临床实习教学的价值，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11 月 -2022 年 10 月本院神经外科中实习的医

学生 40 名，随机分 2 组。试验组 20 人中：女性 8 人，男

性 12 人， 年 纪 范 围 22-26 岁， 均 值 达 到（23.79±2.53）

岁；体重范围 39-78kg，均值达到（55.26±5.39）岁。对照

组 20 人中：女性 7 人，男性 13 人，年纪范围 22-26 岁，

均值达到（23.58±2.41）岁；体重范围 39-79kg，均值达到

（55.47±5.92）岁。纳入标准：（1）医学生资料齐全；（2）

医学生对研究知情；（3）医学生无严重躯体性疾病。排除

标准：（1）中途退出研究；（2）资料缺失；（4）有严重

躯体性疾病。2 组年纪等相比，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试验组采取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法，详细如下：

（1）对教学的图像资料进行扩充，并将之制作成为三维图像，

然后再制作好的图像资料发放给医学生，让医学生能够更

加直观的观察到病例的特点，从而有助于激发医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教师需让医学生提前对图像资料进行预习，并

让医学生通过查阅文献等方式，总结图像资料中病人的护

理要点与重点，同时让医学生将自学期间遇到的问题进行

总结。课堂上，教师需为医学生展示图像资料，并对资料

中涉及到的知识点进行详细的讲解，然后让医学生进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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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并由教师进行解答。（2）合理利用标本模具，以提高

医学生的解剖能力。需确保标本模具的精细化，让医学生

能够更加熟练的掌握神经外科疾病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变化。

教学期间，教师需带领医学生观察标本模具，并为医学生

详细讲述标本模具所体现出来的情况，最后，再由医学生

对标本模具进行观察与学习。（3）教师需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在互联网上查阅相关教学知识，然后再结合教学大

纲与目标，制作多媒体教学视频，并在课堂上为医学生播

放教学视频，为医学生分析视频中相关案例的临床特点与

诊疗方案，同时提出相应的问题。将医学生分成多个小组，

每组 4-5 人，让医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分析教学视频中的

内容，并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讨论结束后，每组选出一名代表上台发言，然后再由教师

进行点评与总结。

对照组行常规教学，详细如下：教师需严格按照教学

大纲中的内容，统一组织医学生进行授课。课下，教师还

应带领医学生进行查房，并在查房期间向医学生介绍知识

点。

1.3 评价指标

1.3.1 教学结束时，组织 2 组医学生进行考核，主要有

理论知识、病例分析与实践操作这三个部分，均采取百分制。

1.3.2 评估 2 组教学质量：总分 100。

1.3.3 评估 2 组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问题分析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总分 100。

1.3.4 调查 2 组医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意 91-100 分。对教学满意度

的计算以（一般 + 满意）/n*100% 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3.0 处理数据，t 作用是：检验计量资料，其表

现形式是（ sx ± ），χ2 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其表现

形式是 [n（%）]。P ＜ 0.05，差异显著。

二、结果
2.1 考核成绩分析

考核结果显示，至于理论知识、病例分析与实践操作

这三方面的考核成绩：试验组数据分别是（95.67±2.14）

分、（89.35±3.74）分、（91.23±4.68）分，对照组数据

（86.27±3.58） 分、（80.14±3.96） 分、（83.45±4.02）

分。对比可知，试验组的考核成绩更加优异（t1=9.1428，

t2=8.6754，t3=9.4638，P 均＜ 0.05）。

2.2 教学质量分析

评估结果显示，至于教学质量这个指标：试验组数据

（98.25±0.94）分，对照组数据（91.32±1.78）分。对比可知，

试验组的教学质量更高（t=5.3149，P ＜ 0.05）。

2.3 综合能力分析

至于综合能力：试验组数据（85.24±3.61）分，对照

组数据（72.48±4.52）分。对比可知，试验组的综合能力

更强（t=12.3159，P ＜ 0.05）。

2.4 教学满意度分析

至于教学满意度这个指标：试验组数据 100.0%，和对

照组数据 80.0% 相比更高（P ＜ 0.05）。如表 1。

表 1 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表 [n，（%）] 

组别
例

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

组
20 0（0.0） 5（25.0） 15（75.0） 100.0

对照

组
20 4（20.0） 7（35.0） 9（45.0） 80.0

X2 6.4825
P 0.0371

三、讨论
医学生在离开学校正式踏入工作岗位之前，都需要到

医院中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医学生

能够将在学校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更好的融入到临床操作

当中，从而有助于提高医学生的操作能力，同时也能培养

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让医学生能够更加符合临床要求 [4,5]。

常规教学法乃比较传统的一种教学模式，其教学过程十分

枯燥，乏味，使得多数医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大幅度减退，

进而对其学习效果造成了影响 [6]。另外，常规教学也是一

种被动式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而医学生则需要被

动的接受教师传递出来的信息，导致医学生的能力得不到

有效的提升 [7，8]。

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作为一种比较新型的教学模式，

能够弥补常规教学的不足之处，同时也能充分利用标本模

具、图片资源与视频资料等来对医学生进行教学，让枯燥

的文字知识能够通过模具、图片与视频等形式展现出来，

不仅有助于吸引医学生的注意力，还能让激发医学生学习

的热情，让医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 [9]。通过新形

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能够激发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

医学生能够更加主动的学习，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学习效率。

在教学期间，采取分组讨论的方式让医学生找到视频资料

中问题的答案，可锻炼医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能够将整个教学过程变

得更加生动有趣，从而有助于提高医学生学习的热情，改

善教学质量。

李毅的研究 [10] 中，对 40 名神经外科实习医学生进行

了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并对另外 40 名神经外科实习

医学生进行了常规教学，结果显示：新形势组理论知识考

核成绩（59.09±7.91）分、实践操作考核成绩（20.94±4.21）

分，比常规组（41.04±7.07）分、（16.59±4.38）分高；

新形势组教学满意度 92.5%（37/40），比常规组 57.5（23/40）

高。表明，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对提升医学生的考核

成绩和教学满意度等都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至于理论

知识和实践操作这两部分的考核成绩：试验组数据比对照

组更加优异（P ＜ 0.05）；至于教学满意度：试验组调查

结果比对照组好（P ＜ 0.05），这和李毅的研究结果相似。

至于病例分析考核成绩：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 0.05）；

至于教学质量：试验组评估结果比对照组好（P ＜ 0.05）；

关于综合能力：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 0.05）。新

形势下可视化手段教学后，医学生的考核成绩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且其教学满意度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综上，神经外科临床实习教学用新形势下可视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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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医学生的考核成绩与综合能力提升更加明显，教

学质量改善更为迅速，教学满意度也更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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