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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口腔综合临床教学模式实习效果
曾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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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观察口腔综合临床教学模式的实际效果。方法：2019年 6月到 2020年 6月，医院口腔科有实习医师 60例，基于随

机数字表法将实习医师分为试验组、对照组，分别实施综合临床教学模式（PBL教学法+CBL教学法）、传统教学模式，获取两组实习教学
效果并进行对比。结果：试验组实习医师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约0.05）。试验组实习医师的教学满意度
（临床实践、自主学习、交流沟通、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约0.05）。结论：PBL联合 CBL的综合临床教学模式可有
效提高口腔科实习医师的临床教学效果，可提高实习医师的教学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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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临床实习其实就是指口腔医学生从理论逐步转变为实践

的过程[1]。口腔科是一门实践性以及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对学生的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临床操作技能娴熟度以及问题分析、解决能力

均有较高的要求。而临床实习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这一目标的达

成，因此成为临床教育领域目前比较关注的问题。传统授课教学法

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而现今广泛应用的以问题为基

础（PBL）教学法、以案例为基础（CBL）教学法则成为临床新的教学
方法。这种综合教学法建立一套话完整的教学模式，囊括提出假设、

获取证据以及反馈与分析三个步骤，形成了 PBL+CBL综合临床教
学模式[2]。本研究主要对比综合临床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的应
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9年 6月到 2020年 6月，医院口腔科有实习医师 60例，基

于随机数字表法将实习医师分为试验组、对照组，每组 30例。试验
组男 21例、女 9例；年龄 20-24岁，均值（22.37依0.36）岁。对照组男
19例、女 11例；年龄 20-24岁，均值（22.41依0.39）岁。两组实习医师
的相关数据比较无差异（P跃0.05）。

1.2 方法
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带教老师结合口腔科教学大纲以及实

习医师的实际实习时间，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制作教案，按照教学计

划讲述口腔科相关理论知识，并带领实习医师进行临床实际操作，

指导实习医师进行实践操作，并在实习最后一天进行统一考核。

试验组（综合临床教学模式）：淤提出假设：教师讲解完口腔医
学的相关知识后，可将 1例牙髓炎或张口受限或牙周炎等疾病作为
典型案例，将学生合理分为数个小组，指导学生详细阅读案例资料，

结合案例表现、症状以及检查结果，提出相应的假设，探究分析疾病

病因、发展、潜在危险因素，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果。于获取证据：
教师在上课时间针对案例，详细讲述相关知识点，明确重难点，帮助

学生掌握案例涉及到的疾病知识，并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一步

探讨案例的相关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小组成员可将讨

论结果整理成材料，以书稿形式阐述为何采用这一方法治疗疾病。

盂反馈和分析：教师随机抽取几个小组阐述案例的治疗方案，让小
组成员讲解原因、预期效果、为什么这么用药等，汇报

完毕后让有意见的学生提出疑问，让小组成员解答，如

小组成员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则重点标注这一问题，由

教师进行补充回答。在小组汇报完毕后，教师针对每个

小组的治疗方法进行评价与分析，及时纠正错误，及时

肯定正确结果，并给予相应的赞扬与夸奖。同时鼓励学

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形成自己的分析体系与分析方

法。

1.3 观察指标
（1）两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在实习最后一天统一考

核。

（2）两组教学满意度，在实习最后一天发放教学满意度量表调
查，从临床实践、自主学习、交流沟通、问题解决、团队合作五项进行

评估，单项总分 6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X?检验，P约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试验组实习医师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显著（P约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考试成绩比较渊分冤

2.2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实习医师的教学满意度（临床实践、自主学习、交流沟通、

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约0.05）。详见表 2。
3 讨论
传统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比较突出的是带教老师的主导地位，

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存在性，对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学、主动思考分析

形成了一定制约[3]。长期在这种教学模式学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会
逐步丧失，并习惯于带教老师的灌输式教育，其综合素养、综合能力

与创新理念会逐步弱化，严重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并且无法满足现

今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

PBL教学法近年来在临床带教中广泛应用，相较于传统教学模

组别 例数 理论考试成绩 实践操作成绩 

试验组 30 92.38±3.87 91.52±3.91 

对照组 30 80.05±3.75 80.10±3.89 

t值 - 12.5323 11.3409 

P值 - 0.0000 0.0000 

 

组别 例数 临床实践 自主学习 交流沟通 问题解决 团队合作 

试验组 30 5.29±0.37 5.41±0.38 5.37±0.39 5.30±0.35 5.34±0.36 

对照组 30 4.08±0.32 4.03±0.33 4.09±0.35 4.01±0.34 4.12±0.32 

t值 - 13.5480 15.0183 13.3789 14.4801 13.8732 

P值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 2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渊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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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种教学方法将学生作为主体，将问题作为引导，将带教老师作

为指导[4]。通过带领学生置入一定的问题情境，让学生直面真实问
题，主动探究分析如何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锻炼其解

决问题分体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综合应用知识能力等，可有效提升

实际学习效果。这种教学法可结合实际需求以及教学大纲，及时挑

选符合教学内容的经典问题，促使学生进行思考分析，可充分激发

学生的学习主动能动性。CBL教学法是一种基于临床案例的新型教
学法，该法主张与临床典型病例有效结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帮助

学生掌握并巩固相应的理论知识与相关技能[5]。这种教学模式将典
型案例作为先导，主张将问题作为基础，充分凸显学生主体地位与

教师主导地位。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经典病例的相关资料传达

给学生，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发现并分析病例中潜

藏的口腔科知识，在充分理解并掌握病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专

业知识问题，然后通过查询相关资料，深入了解疾病致病机制后，重

新进行分析，强化学生对疾病的实际认知与掌握，促使学生结合疾

病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治疗方法。

而联合应用 PBL+CBL的综合教学法，可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提升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可在学习讨论期间营造主动轻松的

氛围，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与语言沟通能力[6]。这种教学模式将
两种教学法的优势有效融合为一体，将问题作为教学中心，强化学

生的理论知识学习，将案例作为巩固，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激发并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7]。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实习医师的理论考试成绩、实践操作成绩、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

组。

由上可知，综合临床教学模式可有效提升口腔科临床教学的实

际效果，学生的考试成绩显著提高，教学满意度明显更好，更具应用

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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