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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并分析 CDIO 教学模式对心血管内科本科生临床见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沟通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以及本

科见习生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情况。 方法 选取我院 86 名本科临床医学心血管内科见习生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见习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试验组见习应用 CDIO 教学模式。结果 采用 CDIO 教学模式的临床见习生的学习动机、自我管理、学习合作能力 3 个维度分数及自主学习

能力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见习教学中，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CDIO 教学模式更能提高本科见习生的自

主学习，对进一步提升临床见习教学质量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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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本科生临床见习是将书本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能力相结

合的重要桥梁[1]。心血管内科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发病率高、致死
率高，临床风险极大，如何在临床见习中培养学生的从业兴趣、提
高其临床沟通能力、引导其建立有效的疾病诊疗思维，是课堂教学
转入临床实践的重要目标，也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2]。本研
究拟在心血管内科临床见习的本科生中实施CDIO教学模式，具体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我院86名本科临床医学心血管内科见习生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对照组（n=43）和试验组（n=43），对照组运用传统教学方
法见习，试验组采用CDIO教学模式进行临床见习带教。其中对照组
中男生23例，女生20例，平均年龄为（20.47±0.98）岁；试验组中
男生22例，女生21例，平均年龄为（20.74±0.88）岁。 

1.2 研究方法 
根据内科学心血管疾病部分的占比及病房实际情况，临床见习

病例主要集中在冠心病、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肥厚型心
肌病、扩张型心肌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这7类常见心血管疾病。 

对照组运用传统教学方法，临床带教教师按照学校的见习计划
和见习大纲要求进行带教，以教师讲解、示教、学生观看和听讲为
主的教学方法。试验组采用CDIO教学模式进行临床见习带教，大致
步骤描述如下：（1）见习前带教教师选择住院病例，将病例的基本

信息告知见习生，要求见习提前预习并掌握该病例主诊断的临床特
征、并发症、临床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预后等知识；
（2）第一次见习课带教教师示范采集病史，收集资料，体格检查，
以后见习生以小组为单位独立完成以上任务，带教教师只起指导作
用；（3）在组内随机选择一名学生负责汇报患者的病史，其他学生
按车轮回答法循环提出问题、制定医疗措施，小组成员通力合作。
（4）前沿交流会：教师和学生一起交流相关病例诊疗方面的前沿
内容，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学生形成与时俱进的学习态度。
（5）学生观摩教师收治新患者和日常查房，带教教师着重讲解和
示范收集患者临床资料、体格检查、沟通交流的专科技术和技巧，
让学生体会批判性思维、逆向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在临床工作中的
重要性。 

1.3 评价方法 
观察两组见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

（ sx ± ）表示，数据之间对比用 t 检验，当数据对比结果呈现为 P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如表1所示，采用CDIO教学模式后，试验组学生的学习动机、

自我管理、学习合作能力3个维度分数及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学生见习前后自主学习能力的比较（均数±标准差） 
项目 组别 学习动机 自我管理 学习合作能力 信息素质 总分 

对照组 25.44±1.67 34.02±1.74 15.12±1.84 17.42±1.31 92.00±3.21 见习前 
试验组 25.35±1.62 33.98±1.54 15.02±1.54 17.49±1.10 91.84±2.71 
对照组 26.81±1.52 36.58±1.67 17.74±1.11 19.56±1.20 100.70±2.81 见习后 
试验组 30.81±1.22* 39.77±1.32* 20.14±1.15* 20.49±1.06 111.21±4.75*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0.05 
3. 讨论 
相对于其他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学制时间长、课程项目多、考

核负荷重、专业要求高及就业压力大，因此，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
必须增强自身的自主学习意识，转变传统的学习观念，重视自身的
自主学习能力，才能适应医学模式的转换及医学职业的发展需求[3]。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心血管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运用CDIO教学模
式，需要学生在见习提前预习并掌握见习病例主诊断的临床特征、
并发症、临床检查、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原则、预后等知识，CDIO
模式要求学生主动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转变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理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自我管理、学习合作能力及
自主学习能力[4]。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可见，在心血管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应用CDIO 教学模式，

可以有效地提高医学见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本研究目前只将 
CDIO 教学模式应用于心血管内科临床见习教学中，后期可进一步

扩展至心血管内科规培、专培甚至其他专业学科的见习、实习、规
培及专培教学中，进一步挖掘CDIO教学模式的可利用性与发展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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