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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团队学习结合标准化病人在康复医学临床见习
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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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团队学习(ＴＢＬ)结合标准化病人(ＳＰ)的教学方法在康复医学科临床见习带教

中的应用价值及意义ꎮ 方法　 本研究历时 ２ 个学年完成ꎬ选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２０１４ 级临床医学 ８
年制学生作为对照组(５８ 名)ꎬ２０１５ 级临床医学 ８ 年制学生作为实验组(５５ 名)ꎮ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ꎬ
实验组实行 ＴＢＬ 联合 ＳＰ 的教学模式ꎬ总学时均为 ４ 个学时ꎮ 教师采用问卷星软件对两组学生进行随堂测试

及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ꎬ见习结束后 １ 周进行期末理论考试ꎬ记录学生的成绩ꎬ比较 ＴＢＬ 联合 ＳＰ 教学与传统

教学模式的差异ꎮ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ꎬ实验组随堂测试成绩[(８８.２３±４.５６)分]分数较高(Ｐ<０.０５)ꎮ 在教学

满意度问卷调查方面ꎬ实验组对带教老师的评价、团队协作意识、学习主动性、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交流表达能

力较对照组好(Ｐ<０.０５)ꎬ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也较为优异(Ｐ<０.０５)ꎮ 结论　 ＴＢＬ 联合 ＳＰ 可以有效提升康复医

学科临床见习带教的教学效果ꎬ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进团队意识、提高知识理解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ꎬ是康

复医学教学的有效方法ꎮ
【关键词】 　 基于团队学习ꎻ　 标准化病人ꎻ　 康复医学ꎻ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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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复医学虽然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ꎬ但其临床见习

一般采用观摩和记录的形式进行ꎬ学生参与度低ꎬ缺乏主动

性[１] ꎮ 美国学者提出的基于团队学习( ｔｅａ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ＴＢＬ)教学模式是一种通过组建团队ꎬ鼓励小组成员之间协作

学习的教学方法[２] ꎬ这种模式注重于研究性和讨论性的教学ꎬ
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ꎬ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的综合能

力[３] ꎮ 相较于传统的康复医学临床见习模式ꎬＴＢＬ 教学模式

更注重学生的参与度和合作学习ꎬ以及通过小组讨论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ꎬ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４] ꎮ 目前ꎬ
ＴＢＬ 教学模式在我国康复医学教学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

阶段ꎮ
在康复医学的临床实践教学中ꎬ存在学生多、操作实践时

间短、教学资源不足等问题[５] ꎮ 将标准化病人(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ꎬＳＰ)引入康复专业教学的举措值得推荐ꎮ ＳＰ 是指从事

医学或非医学类专业的正常人ꎬ经过统一化培训后ꎬ其能准确

表现出真实病人的临床特点、体征ꎬ并能接受病史询问和临床

技能操作等[６] ꎮ 使用 ＳＰ 的目的在于逼真地再现真实的临床

情况ꎬ发挥扮演患者、评估者及教学指导者 ３ 种功能[７] ꎮ 通过

与 ＳＰ 的互动ꎬ学生可以在模拟场景中练习临床技能ꎬ提高自

身的操作能力和沟通技巧ꎮ
为提高康复医学临床见习的教学成果ꎬ本研究将 ＴＢＬ 与

ＳＰ 联合应用于学生的见习教学实践中ꎬ积极探索康复医学新

型教学方法ꎬ旨在达到提高教师综合能力和培养高素质康复

人才的目标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遵循教育伦理学中教育公正的原则ꎬ尽量消除同一年级

学生之间的教学差异ꎬ本研究历时 ２ 年完成ꎬ选取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 ２０１４ 级临床医学 ８ 年制学生作为对照组(５８
名)ꎬ２０１５ 级临床医学 ８ 年制学生作为实验组(５５ 名)ꎮ 两组学

生入组前均已接受了 ２０ 个学时的康复医学理论授课ꎬ对康复

相关的整体概况有所了解ꎮ 所有学生对本研究内容均知情

同意ꎮ
二、研究方法

两组临床医学 ８ 年制学生均在进入第 ５ 学年、完成«康复

医学»必修课学习后ꎬ进入见习阶段ꎮ 对照组采用康复医学传

统教学模式ꎬ带教老师带领学生在病房及治疗室进行 ４ 个学时

的讲授与观摩学习ꎬ以脊髓损伤患者为例ꎬ向学生讲解患者存

在的功能问题和临床常见并发症ꎬ以及康复专科治疗及护理方

案ꎮ 实验组实行 ＴＢＬ 联合 ＳＰ 的教学方式ꎬ该组学生由带教老

师在病房及治疗室进行 ２ 个学时的讲授与观摩学习ꎬ再在科室

小教室进行 ２ 个学时的 ＴＢＬ 联合 ＳＰ 教学ꎮ
１.教学内容:以人民卫生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

规划教材第 ６ 版«康复医学»为教材ꎬ见习内容为“脊髓损伤的

康复”ꎮ 脊髓损伤为康复医学科的常见病、多发病ꎬ以此为切入

点ꎬ可以从临床、治疗、护理等多维度全面向学生展示康复医学

科的临床特色ꎬ达到临床见习的教学目标ꎮ
２.教案设计:根据教学大纲ꎬ教学目标的设计遵循目标管理

原则ꎬ包括“具体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可评估的(ｍｅａｓｕｒａｂｌｅ)、可衡量的

(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有意义的 (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时限 ( ｔｉｍｅ￣ｂａｓｅｄ)” ５ 个方

面[８] ꎮ 通过 ４ 个学时的见习ꎬ使学生掌握康复医学一般疾病的

诊疗流程ꎬ熟悉康复医学“ 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的工作模式与内容ꎬ实现

对康复期患者正确的临床管理ꎮ
３.ＳＰ 的培训工作:选取本科室内 ５ 名康复治疗师进行 ＳＰ

训练ꎬ由康复医学科教师进行质量检查ꎬ对关键问题进行统一ꎬ
尽量完成对临床病例的高度模拟ꎮ ＳＰ 培训内容包括 ８ 个部分ꎬ
分别为模拟场景设计、病人一般情况、主要病史、其它病史、体
格检查、辅助检查、模拟要点和道具化妆ꎮ 其中ꎬ病史、体格检

查及辅助检查ꎬ需要根据真实病例进行设计ꎬ模拟要点包括表

情、体位、对检查做出的反应、需要模拟的阳性体征、病人的疑

问及可能的体格检查发现ꎮ
三、ＴＢＬ 联合 ＳＰ 的教学过程

１.课前预习:根据教学目标ꎬ由教师提供相关的预习资料

(学习目的、提纲)ꎬ供学生预习所用ꎻ同时ꎬ教师需认真准备学

生个人测试和小组测试的试题ꎬ以及教学中应用性练习的试

题ꎮ 课前 １ 周ꎬ将见习内容告知学生ꎬ嘱学生利用多种教学资

源查阅资料ꎮ
２.小组和时间分配:在病房及治疗室进行 ２ 个学时的讲授

与观摩学习后ꎬ在科室小教室建立学习小组ꎬ将实验组 ５５ 名学

生随机分为 Ａ、Ｂ、Ｃ、Ｄ、Ｅ ５ 个组ꎬ每组 １０~ １１ 人ꎬ每组推选 １ 名

组长ꎬ每组分配 １ 名 ＳＰꎮ 分组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减少影响团队

凝聚力的因素ꎬ合理分配小组成员的各种资源ꎬ小组大小适当ꎬ
小组成员保持稳定不变ꎮ 授课 ２ 个学时ꎬ即 ９０ ｍｉｎꎬ时间分配为

开场白 ５ ｍｉｎ、背景介绍及提出问题 ５ ｍｉｎ、个人准备度测评(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 ｉＲＡＴ)５ ｍｉｎ、小组准备度测评(ｔｅａｍ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ꎬ ｔＲＡＴ)１５ ｍｉｎꎬ组间互评及教师反馈 ４５ ｍｉｎꎬ
教室小结与教学反馈 １５ ｍｉｎꎮ

３.课堂环节:课中采用幻灯片形式呈现脊髓损伤的临床病

例ꎬ之后附有 ５ 个问题ꎮ 学生以组为单位领取对应的 １ 个题

目并进行讨论ꎬ具体为:①Ａ 组ꎬ患者的诊断是什么(包括病理

诊断和功能诊断)ꎻ②Ｂ 组ꎬ患者目前可以采取的康复评定手

段有哪些ꎬ可能是哪种评定结果ꎻ③Ｃ 组ꎬ患者目前存在的临

床问题及康复问题有哪些ꎻ④Ｄ 组ꎬ患者需要进行哪些临床医

疗处置及康复治疗ꎻ⑤Ｅ 组ꎬ患者的预后如何ꎮ 针对学生领取

到的题目ꎬ先进行 ｉＲＡＴꎬ再进行 ｔＲＡＴꎮ ｉＲＡＴ 时要求独立回答

问题ꎬｔＲＡＴ 要求组员充分讨论ꎬ最后统一答案上交ꎮ
４.组间互评和教师点评:每组由组长阐述讨论结果ꎬ并接

受其他小组的点评及补充ꎬ并且评价其他小组的讨论结果ꎮ
教师根据实际讨论情况随时进行引导和补充ꎮ

５.应用性练习:在此阶段ꎬ教师再次设计题目ꎬ题目为上述

病例的延伸ꎬ题目设计为“患者入院时体检发现骶尾部压疮”ꎬ
需要召开团队会议制订具体治疗方案ꎮ 各组分别模拟康复医

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传统治疗师、康复护士等 ５ 个角

色ꎬ进行康复团队会议ꎬ讨论下一步的处理方案ꎬ然后进行组

间互评和老师点评ꎮ 各小组引入 ＳＰꎬ组员对 ＳＰ 进行问诊、查
体ꎬ开写辅助检查、诊断及鉴别诊断ꎬ制订康复计划ꎬ确定治疗

方案ꎬ各组内部讨论后形成意见及答案ꎮ 教师在此过程中及

时给予指导和评价ꎮ
６.评价总结:此阶段应用问卷星软件进行随堂测试及满意

度问卷调查ꎮ 采用即发、即答、即收、匿名填写的方式ꎬ由教师

给出总结性评价ꎬ针对学生的预习和讨论情况、测试与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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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成绩进行点评ꎬ并对问卷星测试结果进行答疑ꎬ加强学生

们后续的学习ꎮ
四、教学效果评价指标

课程结束时ꎬ教师采用问卷星软件对两组学生进行随堂

测试ꎮ 见习全部结束时ꎬ对两组学生进行教学满意度问卷调

查ꎮ 见习结束后 １ 周ꎬ进行期末理论考试ꎬ并记录成绩ꎮ
１.随堂测试:根据教学大纲出题ꎬ题型为单项选择题ꎬ每题

１０ 分ꎬ共 １０ 题ꎬ总分 １００ 分ꎬ考察范围主要是本次课的授课内

容ꎬ以及此次课程所涉及到的«康复医学»教材中的重点内容ꎬ
如常见概念(ＰＴ、ＯＴ、ＳＴ)、康复介入时机、康复辅具的应用等ꎬ
从对知识的记忆、应用、创造 ３ 个层次进行考查ꎮ

２.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的设计ꎬ主
要从授课内容能否引起学生的兴趣(对带教老师的评价)ꎬ教
学形式是否可以激发团队协作意识、增强学习主动性、加强对

重点知识的理解、提高交流表达能力等 ５ 个条目进行评价ꎮ
每个条目设置是、否选项ꎬ满意度 ＝ (选择“是”的人数 /总人

数)×１００％ꎮ
３.期末理论考试成绩:见习过程中ꎬ教师会对整学期的康复

医学知识进行穿插回顾ꎬ见习结束后 １ 周进行期末理论考试ꎮ
分别记录两组学生的成绩ꎮ 考试试卷按教学大纲出题ꎬ考试题

型设置为选择题(共 ２０ 分)、名词解释(１５ 分)、简答题(４５ 分)、
病例分析题(２０ 分)ꎬ总分 １００ 分ꎮ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７.０ 版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ꎬ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形式表示ꎬ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一、两组学生的随堂测试成绩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ꎬ实验组的随堂测试成绩分数高于对照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学生的随堂测试成绩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随堂测试成绩

对照组 ５８ ８０.４５±６.３４
实验组 ５５ ８８.２３±４.５６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二、两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ꎬ实验组对带教老师的评价较好ꎬ且团队协

作意识、学习主动性、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交流表达能力较好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对带教老师的
评价

团队协作
意识 学习主动性

对照组 ５８ ４５(７７.６) ４５(７７.６) ４６(７９.０)
实验组 ５５ ５３(９４.５) ａ ５４(９８.２) ａ ５３(９６.４) ａ

组别 例数 对重点知识的理解 交流表达能力

对照组 ５８ ４８(８２.８) ３５(６０.３)
实验组 ５５ ５２(９４.５) ａ ５２(９４.５) 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三、两组学生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ꎬ实验组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较好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３ꎮ

表 ３　 两组学生期末理论考试成绩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期末理论考试成绩

对照组 ５８ ７６.７４±７.６５
实验组 ５５ ８０.４８±８.０７ａ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

讨　 　 论

本研究在 ２０ 个学时的康复医学理论授课结束后ꎬ将 ＴＢＬ
和 ＳＰ 引入临床见习阶段ꎬ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参与感ꎮ ＴＢＬ 要求将学生分成小组ꎬ由带教老师分配一系列的

问题ꎬ学生们通过团队协作ꎬ讨论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９] ꎮ
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学生们之间的互动与合作ꎬ激发其学习兴趣

与积极性ꎻ此外ꎬＴＢＬ 注重问题解决过程的反思与总结ꎬ通过小

组讨论和整体回顾ꎬ加深并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１０] ꎮ
本研究提供给实验组各小组讨论的问题ꎬ是基于脊髓损伤的康

复诊疗流程来选定的ꎬ包括了临床诊断、康复评定、功能问题梳

理、治疗方案制订、预后评估等内容ꎬ经过 Ａ 组到 Ｅ 组的依次讨

论ꎬ学生们充分体验了治疗全过程ꎬ此种体验所带来的感受与

印象ꎬ是传统见习模式所不能给予的ꎮ 实验组的随堂测试成绩

较对照组优异ꎬ也提示 ＴＢＬ 在提高学生知识掌握度方面的效果

优于传统教学模式ꎮ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见习ꎬ要求学生以观察、记录方式为

主[１１] ꎮ 而此时的学生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ꎬ不得单独进行

任何操作ꎮ 所以本研究在实验组的每个小组中引入 ＳＰꎬ既能满

足学生的操作需求ꎬ又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行为ꎬ避免

了可能的医患纠纷ꎬ提高了学生正确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ꎮ 应

用 ＳＰ 进行教学ꎬ可以为学生营造具有真实感的临床场景ꎬ使学

生深入地了解患者的功能障碍情况ꎬ提高其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能力[１２] ꎮ
将 ＴＢＬ 与 ＳＰ 相结合ꎬ实现教学相长[２] ꎮ 对于学生而言ꎬ通

过团队合作和自主学习ꎬ其潜力能够得到充分挖掘ꎬ增强自信ꎻ
对于教师而言ꎬ联合教学则需授课者具备更强的业务素质ꎬ教
师需要不断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ꎬ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ꎬ以
便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ꎬ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做到及时反馈ꎬ在
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对学生的课堂讨论进行掌控ꎬ在小组

讨论时对组内论点予以引导ꎬ对讨论不积极的学生给予适当的

鼓励等[１３] ꎮ
ＴＢＬ 与 ＳＰ 联合应用的难点在于:①ＳＰ 的获取和培训ꎬ为了

尽量缩短培训时间ꎬ降低教学成本ꎬ本研究从科内招募了 ５ 名

治疗师ꎬ其对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问题及功能障碍处置有丰富

的经验ꎬ扮演相应的角色较为容易ꎬ但 ＳＰ 培训过程需占用业余

时间ꎬ需要培训对象有较高的配合度[１４￣１５] ꎻ②相较于传统教学

法ꎬＴＢＬ 联合 ＳＰ 需要教师具有更多的管理小组学习的经验ꎬ需
要参与相应的培训[１６] ꎻ③学生的参与度与动机ꎬ学生积极参与

是 ＴＢＬ 与 ＳＰ 联合应用成功实施的关键ꎬ部分学生可能对小组

讨论和 ＳＰ 的兴趣有限[１７] ꎻ④评估与反馈ꎬ如何确保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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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定方法能够准确反映学生的能力ꎬ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反

馈ꎬ值得深思[１８] ꎮ
ＴＢＬ 与 ＳＰ 联合应用也存在不足之处ꎮ 根据既往经验ꎬＴＢＬ

与 ＳＰ 联合教学要求老师和学生在课前均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

作[１９] ꎬ且 ＳＰ 的培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ꎬ对教学场地

也有着较高要求ꎮ 此外ꎬ虽然 ＳＰ 可以较为逼真地模拟临床场

景ꎬ但仍不能与临床真实场景相同ꎬ无法涵盖所有临床可能出

现的情况[２０] ꎮ 因此学生在面临真实患者时ꎬ可能会不够自信或

不能完全适应ꎮ 由于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各不相同ꎬ存
在一定的差异ꎬ导致部分学生在小组学习中的感受不同[２１] ꎮ 所

以ꎬ在后续的研究中仍需要注意与解决 ＴＢＬ 结合 ＳＰ 的不足之

处ꎬ包括资源的管理、评估方法的改进、个性化教育的整合等方

面ꎬ以增强其在临床见习中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ꎮ
本研究的效果评价采用随堂测试成绩、教学满意度问卷调

查、期末理论考试成绩 ３ 个指标ꎬ原因有:随堂测试可以反映学

生对于当堂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ꎻ教学满意度调查可以反映学

生对于教学方法的接受度及整体评价情况ꎻ期末理论考试成绩

可以反映学生对整门课以及相应知识点的学习水平ꎮ 在 ＴＢＬ
的 ｉＲＡＴ 和 ｔＲＡＴ 阶段ꎬ本研究也分别对实验组学生的表现进行

了考察ꎬ因对照组未参与 ＴＢＬꎬ无此项成绩ꎬ故未将其作为评定

指标ꎮ
综上所述ꎬＴＢＬ 结合 ＳＰ 在康复医学科临床见习教学中有

一定的效果ꎬ可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ꎬ教学效果较好ꎬ为康

复医学的临床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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