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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可视化联合 PBL 教学模式在肝胆外科手术教学中

的应用 
张朋飞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250031） 

摘要：目的：分析肝胆外科手术教学中应用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开展学生临床实习带教的效果；方法：从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期间在我院肝胆外科实习的应届生 100 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完全随机的形式将 100 名学生分为各 50 例的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学生

临床实习带教采用传统带教模式，观察组学生临床实习带教采用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带教结束后对比分析两组学生的肝胆外科学理

论与影像学考试成绩，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及实际教学效果；结果：观察组学生肝胆外科各项理论考试分数均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P

＜0.05，观察组学生影像学成绩及格率与优良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P＜0.05，观察组学生对实习带教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P

＜0.05，观察组学生教学效果评价相关各个维度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应用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开展肝胆外科

学生实习带教，能够促进学生肝胆外科理论与影像学知识成绩的大幅度提升，提高学生对临床实习带教指导的满意度，从各个维度全面推

动教学效果提升，充分展现出这一教学模式在肝胆外科学生实习带教中的应用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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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带教是医学生从专业学习转向临床实践工

作的必经过程，在整个临床医学教育中，实习带教对医
学生最终的培养教育效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临床实习
带教有助于医学生增长临床实践经验，在正式上岗前将
自身所学与临床实践加以结合，保证自己在之后上岗开
展临床实践工作之后能够真正胜任个人的工作岗位，为
广大临床患者提供更优质的临床医疗服务[1-3]。肝胆外科
是临床中的重点科室，该科室接收患者以肝胆疾病患者
为主，科室临床中常见到的疾病有肝胆解释、肝肿瘤等。
PBL 教学模式具体以实际问题为引导，突出学生主体地
位的教学模式。而多模可视化教学模式是基于数字医疗
技术发展形成的信息化教学方法，通过将三维可视化技
术应用于临床实习带教教学，让实习学生更直观观察肝
胆疾病患者的病灶，提供实习学生手术实操演练的契机
[4]。本次研究中基于此开展该教学模式实际应用效果研
究，具体结果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肝胆外科实

习的应届生 100 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完全随机的形式将
100 名学生分为各 50 例的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学生
中共计有男生 26 人，女生 24 人。年龄在 19-23 岁之间，
平均 20.34±0.66 岁。实习前 50 名学生的平均理论成绩
为 80.55±5.33 分，其中有 41 名学生通过 CET-4，通过
率为 82%；观察组学生中共计有男生 27 人，女生 23 人。
年龄在 19-24 岁之间，平均 20.59±0.91 岁。实习前 50
名学生的平均理论成绩为 80.86±5.14 分，其中有 42 名
学生通过 CET-4，通过率为 84%。上述两组学生的各项
一般资料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习生带教采用传统带教模式。根据肝胆外

科临床教学大纲要求，由医院内带教教师带领学生开展
常规查房，学生在查房中辅助带教医师询问患者病情进
展、身体检查等具体检查工作。之后根据检查结果提出
后续临床治疗建议，由带教医师判定是否采纳并具体给
出指导意见。带教医师指导实习生书写患者病历与影像

学分析报告，进行各项临床实践技能培训，并带领实习
生开展临床特殊病例研讨。手术教学以学生观摩为主体，
术后并发症与预后医护具体以带教医师讲解形式进行。 

观察组实习生带教采用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
第一，根据实习生个人意愿进行分组，保证各组学生人
数大体相等，最理想状态下各组学生人数控制在 7-8 人。
之后各组学生在带教医师指导下熟悉了解肝胆外科常见
疾病与科室临床工作基本流程；第二，带教医师根据教
学大纲内容进行提问，编写教学案例向各组学生发放，
要求学生根据教案指导开展组内讨论，带教医师在学生
讨论中给予适当引导，依托实际案例找出关键词，由各
组学生自行整理答案，并自主进行相关资料的阅读补充；
第三，采用多模可视化教学手段开展临床实践教学，带
教医师向各组学生提供实际病例，学生借助三维可视化
技术开展患者病灶观察分析，并在带教教师指导下使用
三维立体模型开展临床手术模拟操作演练。带教医师使
用正常患者的 CT 增强二维与三维重建图片进行人体肝
脏解剖结构讲解，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帮助学生开
展对人体脏脏的模拟解剖实验研究，帮助学生更深刻认
识人体肝脏结果；第四，不同小组学生在问题研讨中根
据多模可视化学习结果与自主资料查询结果得出问题最
终答案，并在实习带教阶段向带教医师汇报，由带教医
师进行学生课堂学习成果的最终评价，同时给出相应指
导建议，并进行课堂最终总结。 

1.3 观察指标 
①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与影像学成绩； 
②两组学生对带教教学的满意度； 
③两组学生带教教学综合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0.0 对两组患者的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进

行统计学分析，将其按照（ x ±s）表示，并采用 T 值检
验，将其相关系数按照[n（%）]表示，通过 X2 检验，将
两组患者的相关系数 P＜0.05 作为标准。 

2.结果 
2.1 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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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对比结果（ x ±s） 
分组 n 基础理论成绩 拓展理论成绩 

观察组 50 92.37±5.15 82.06±9.62 
对照组 50 85.13±6.20 70.35±10.41 

t  6.352 5.842 
P  0.000 0.000 

2.2 两组学生影像学成绩对比 

表 2.两组学生影像学成绩对比结果[n（%）] 
分组 n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合格率（%） 优良率（%） 

观察组 50 23 17 9 1 98.00（49/50） 80.00（40/50）
对照组 50 17 13 8 12 76.00（38/50） 60.00（30/50）

X2      10.698 8.761 
P      0.001 0.002 

2.3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对比 
表 3.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对比结果[n（%）]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体满意率（%） 

观察组 50 27 21 1 1 96.00（48/50） 
对照组 50 15 18 10 7 66.00（33/50） 

X2      14.619 
P      0.000 

2.4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对比 
表 4.两组学生教学效果对比结果（ x ±s） 

分组 n 学生知识拓展 学习效率提升 
学习兴趣发

展 
临床疾病认

知深化 
影像学学习 

临床实践能
力发展 

观察组 50 84.33±5.17 82.66±5.38 90.33±6.28 93.65±8.33 90.24±10.36 88.70±8.35 
对照组 50 76.35±7.37 75.68±6.93 81.33±7.30 82.33±9.11 80.20±9.30 76.34±7.65 

t  6.268 5.626 6.609 6.484 5.099 7.71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应用帮助学生在实习阶

段对肝胆外科临床实践有更加深入的接触，拓展学生临
床实习带教阶段学习中知识涉及领域与学习形式的多样
化[5]。通过本次研究结果能够看到，采用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的观察组实习生的理论成绩、影像学成绩平均
水平均显著高于采用常规带教模式的对照组实习生，P
＜0.05；观察组实习生对实习带教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实习生，P＜0.05；观察组实习生的总体带教效果全面
优于对照组实习生，P＜0.05。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并已有的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本
次研究中对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在肝胆外科临床
带教中的应用形成以下几点认知： 

首先，该教学模式应用下帮助学生在实习带教期间
对肝胆外科疾病发病机制形成更深入认知，有效促进学
生学习兴趣提升。该教学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具体引入三
维可视化技术、虚拟手术模拟系统等先进的信息化技术
手段。学生在实习中可以通过这些技术手段以三维化视
角进行人体肝脏组织观察研究，并开展高度仿真的手术
操作训练。由此让学生在实习期间获得更丰富的学习感
知体验，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带动学生学习兴趣提
升，由此为学生实习带教期间学习质量的持续提升奠定
扎实基础。另外，实习带教期间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
式应用中，基于突出学生教学中主体地位的要求，以学
生自主讨论为主体教学形式，带教医师在学生自主学习
中具体通过问题提问与学生问题讨论中的具体指导对学
生自主学习进程进行干预。学生自主讨论中，通过多模
可视化教学相关技术，学生们能够在自主学习讨论中获

取到更加直观的人体肝脏立体解剖图像，以及其他自主
学习中需要的各种影像学资料，在此基础上配合临床带
教医师的专业讲解能够帮助学生更科学的开展临床手术
模拟训练。而学生各方面学习成绩的提升自然能够带动
学生整体学习效果与对实习带教活动满意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以多模可视化+PBL 教学模式开展肝胆外
科学生实习带教，对学生肝胆外科理论与影像学知识成
绩提升有着极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对临床实
习带教指导的满意度与各个维度的教学效果，充分展现
出这一教学模式在肝胆外科学生实习带教中的应用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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