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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以网络平台为基础开发《医患沟通法》系列微课在

提高医患沟通能力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依托网络平台将《医患

沟通法》开发成系列微课。2020 年护理学专业 64名实习生随机分为

两组，每组 32人。对照组采用传统集中授课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

验组在传统教学方式基础上，结合微课进行教学。SEGUE 量表评估两

组实习生的临床沟通能力，问卷调查方法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效

果。结果：试验组实习生临床沟通能力总体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实习生对微课教学方法的评价高于对

照组（P<0.05）。结论：依托网络平台的微课教学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有助于提高实习生临床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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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良好的医患沟通是建立和谐医疗环境的基础。医患沟通能力也是

医学生必备的核心素质之一。医患矛盾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缺乏有效医

患沟通，不恰当的沟通则是激化医患矛盾的引子[1]，甚至导致医患矛

盾的升级成为社会矛盾。当下医患矛盾频频演化为冲突事件甚至暴力

事件，严重破坏了医疗环境，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医患矛盾的

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充分说明我国医学生医患



沟通能力培养模式还存在很多缺失和不足。如何提高医学生、医务工

作者的医患沟通能力，需要我们在教学及临床工作中不断总结和创

新。本文将微课教学引入到医患沟通教学中，以期提高教学效果。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0 年 3月-9月在我院实习的护理学专业 64名实习生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2 人。

对照组 3 名男生，29名女生。实验组 2 名男生，30 名女生。所有参

与研究的实习生均自愿参加该次研究并报备医院伦理委员会。

2.2 研究方法

2.2.1 基于网络平台的微课建设（微信群）及教学实施。根据教

学大纲要求设计教案，再根据教案规划制作《医患沟通法》系列微课，

每次微课视频时间 5~10 分钟。对照组采用传统集中授课教学方式进

行教学，对教材提供的视频案例按照教学进度安排，相应理论课结束

后课堂集中播放讲解、讨论，课前及课后不另做讲解及讨论。实验组

于课前一天按照教学计划将制作的相应的微课视频推送到微信群中，

由学生自行观看，并随时可在微信群内提问及讨论。课中教学则传统

理论授课方式结合微课视频讨论总结，课后对于有疑问的问题可继续

在微信群内讨论。

2.2.2 评价指标

采用 SEGUE 量表对两组实习生进行医患沟通技能评价。SEGUE 量

表[2]是北美最常用的评价医患沟通技能的工具标准，该量表从沟通前



准备、信息收集、信息给予、理解患者及问诊结束等 5 个维度共 25

项条目来评价医患沟通技能。在我国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3-4]。同

时采用问卷星调查方法对两种不同模式的教学效果进行反馈评价，调

查内容包括：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医患沟通能力、喜欢教学方法，选

项为二分类。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及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比较，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医患沟通技能 SEGUE 量表评分比较

实验组医患沟通和能力总体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实验组较对照组在医患沟通准备阶段、信息收集、

信息给予及结束问卷四个维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理解患者维度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 SEGUE 量表评分比较



问卷星调查教学满意度，问卷有效回收率 100%。实验组在提高学

习兴趣、提高医患沟通能力及是否喜欢教学方法三方面评价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问卷星调查教学方法反馈结果比较 n（%）

4 讨论

本研究中实验组 SEGUE 量表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组在准备阶

段、信息收集、信息给予结束问诊这四个维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开发的系列微课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收效明显，学生更容易通过微

课教学转化为易吸收的知识。在理解患者维度上实验组虽然评分高于

对照组，但两组评分没有统计学差异，分析原因，考虑为在理解患者

维度上，虽然采用的是不同教学方法，实习生本身即具有较高的道德

素养，很自然的对患者具有理解与同情。本研究中，医患沟通能力整

体评价得分实验组也显著高于对照组，也说明该教学方法优于传统教

组别 n 准备阶段 信息收集 信息给予 理解患者 结束问诊 总体评价得分

对照组 32 2.37±0.84 4.38±1.40 1.43±1.03 1.97±1.22 0.90±0.46 11.44±4.56

实验组 32 3.51±1.23 6.36±2.12 2.87±1.14 2.46±1.42 1.58±0.65 17.13±6.41

t 4.325 4.428 5.266 1.452 4.824 4.095

P 0.001 0.001 0.001 0.152 0.001 0.001

调查内容 对照组（n=32） 实验组（n=32）
Z P

是 否 是 否

提高学习兴趣 11（34.38） 21（65.62） 23（71.88） 9（28.12） 9.035 0.005

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17（53.13） 15（46.87） 27（84.38） 5（15.62） 7.273 0.014

喜欢教学方法 10（31.25） 22（68.75） 26（81.25） 6（18.75） 16.254 0.001



学模式。

为了解微课系列课程开发对提高医患沟通能力的效果。本文通过

问卷星从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医患沟通能力、喜欢教学方法三个维度

调查。结果显示传统教学基础上增加微课教学模式更受欢迎，81.25%

实习生表示认同，而对照组的传统教学模式仅有 31.25%的实习生表

示认同。说明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临床教学需求，网络发达的

当下学生可以获取资源的途径广泛，也更希望通过微信、网络等途径

快捷方便的获取学习资源，以便有更灵活的学习时间，不受时空的限

制，有利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综上所述，依托网络平台开发的系列微课应用于医患沟通教学，

有利于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可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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