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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整形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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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整形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取我院整形外科实习见习医生 20 名，时间：

2023 年 1 月 ~2024 年 1 月，随机分组，10 名行传统教学设为对照组，10 名行多元化教学设为观察组，对比组间教学价值。

结果：观察组考核成绩、学习效果、教学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多元化教学模式应用在整形外科教学

中利于考核成绩提高，学习效果提升，满意度提高，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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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科属新兴的一门学科，其建立外科学专科的基础

上，由此发展、分化而来，具广泛治疗范围，由头至足，涉

及繁多的基础知识，外科所有专科均与之检查，治疗重视创

新性与原则性统一，统一了美学和功能，因而整形医生专业

理论应扎实，灵活性、创新性应较强，美学素养应良好，心

理学还需了解一定知识。然本科生整形外科教学因有限的课

时，繁杂的拟任等因素作用，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1]。所以，

急需探寻教学适合模式，便于有限时间内医学生获得更多临

床技能、专业知识 [2]。本文将多元化教学模式给予我院实习

见习医生，取得了确切作用，现汇总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取我院整形外科实习见习医生 20 名，时间：2023 年 1

月 ~2024 年 1 月，随机分组，对照组 10 名，男 / 女 =5/5，

年 龄 21~24 岁（23.2±0.7） 岁， 观 察 组 10 名， 男 / 女

=6/4，年龄 20~25 岁（23.9±0.9）岁，组间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 - 教学传统手段，主要为教授讲述，以教学大

纲结合，明确教学计划、任务，系统的将内容讲解给学生，

经听讲、课堂笔记等形式学生学习、理解内容，教学任务完

成 [3]。

观察组 - 多元化教学，该教学手段组成包含三个部分，

即问题引导、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分组展开教学。A 问题

引导式教学，教程 PBL，课前思考题设置，预习和思考本节

课重难点，学生获取文日后，借助多类手段实施资料查询，

掌握对应知识。课堂上教师围绕问题展开启发式讲解，在学

生分析、思考问题时给予引导。教师最后与学生共同讨论，

并结合讨论情况完成归纳，确保学生知识面拓展、丰富 [4]。

B 教学期间导入实际病例，该教学手段的事实需教师将教学

目的与内容结合，将事先选择案例展现给学生，并积极组织

讨论和思考，鼓励学生将治疗方案提出。重视学生主体的地

位，教学期间教师主要负责引导，以此锻炼学生问题解决能

力、思维能力。利于课堂氛围活跃，学生实践分析能力锻炼 [5]。

C 分组讨论：主要是学生互动和参与，即学习目标拟定后，

教师组织针对性辩论和讨论。划分学生为小组，先行内部讨

论，而后组间讨论 [6]。

1.3 观察指标

（1）考核成绩：含总成绩、实践能力、理论知识。

（2）学习效果：以自制表调查学习效果，含健康教育、

问题解决等能力，取百分制 [7]。

（3）教学满意度：课堂目标实现、学习效率等，各项

目 10 分满，满意度与分值呈正相关 [8]。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6.0 处理，定量、定性资料进行 t、χ2 检验，

各表示 %、（`x±s），P<0.05 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

组间考核成绩（P<0.05），见表 1。

表 1  学习成绩（x±s，分）

组别 例数 总分 实践能力 理论知识
对照组 10 76.69±4.64 43.89±7.45 30.43±1.25
观察组 10 93.10±5.88 52.10±7.23 38.23±1.21

t 4.140 6.140 4.781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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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习效果

组间学习的效果（P<0.05），见表 2。

2.3 教学满意度

组间满意度对比（P<0.05）, 见表 3.

3. 讨论

整形外科涉及广泛的内容，该学科存在交叉边缘。该

学科涵盖了广泛的治疗范围，如修复后天缺损、先天皮肤组

织畸形等，涉及的名词术语、病例等较多 [9]。通常来讲，常

见整形外科病例主要在患者体表发生，需观察影像资料。整

形外科教学期间，因该科学不是主干学科，所以学时较少，

但因其较多课堂内容、涉及面较广等，加大教学难度 [10]。

教学传统模式侧重集中讲解知识，在学习上，学生相对被动，

难以调动学习创造性、积极性，长此以往，学生学习热情丧

失，于掌握知识而言十分不利 [11]。

本文将多元化教学给予观察组，结果：观察组考核成绩、

学习效果、带教满意度均较对照组更佳，即多元化教学利于

强化基础知识，强化学习效果，提高满意度。整形外科应用

多元化教学模式，灵活融合教学多类有效手段，汇总成为教

学全面的一种模式，保证学习期间学生主导地位，主观能动

性增强，学习热情增加 [12]。当前多元化教学手段中融合了

三种教学手段，即引导教学、应用病例、小组讨论，其教学

手段对教学不同内容使用，可使学习热情激发，主动思考能

力得到锻炼 [13]。

汇总可见，整形外科行多元化教学利于学生主动能动

性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得到锻炼，培养问题发现和解决能力，

教学满意度较高，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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