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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理念的案

例式立体教学模式（case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CTTM）在急危重症临床教

学中的效果。方法  选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见习的临床医学

专业大四年级学生，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实施基于 OBE 理念的 CTTM 教学模

式，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得分，并

评价两组的教学效果。 结果  研究共纳入 78 人，试验组 39 人、对照组 39 人。试验组

理论知识得分（93.80±2.20 vs. 83.60±3.15，P ＜ 0.001）和实践能力得分（92.80±2.02 

vs. 83.50±3.03，P ＜ 0.001）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01）。结论  以 OBE 理念为导向的 CTTM 教学模式能够明显提升学生的理论和实

践能力，教学效果更优，且大部分学生对 CTTM 教学模式较认可，但其结果还需进一步

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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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se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CTT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emergency critical care medicine. Methods  Senior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Critical Care Medicine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the CTTM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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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78 stud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39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39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theoretical knowledge (93.80±2.20 vs. 83.60±3.15, P<0.001) and practical ability (92.80±2.02 
vs. 83.50±3.03, P<0.001)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01). Conclusion  The OBE-oriented CTTM teaching mod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better, 
and most students are more acceptable to the CTTM teaching mode, but the results need 
further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Keywords】Outcome-based education; Case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Emergency critical care medicine

急危重症临床教学需要培养医学生在短时间

内及时准确识别各种急危重症并进行初步处置的

能力，而传统的“填鸭式”教学难以调动学生和

青年医师的学习兴趣，也难以体现急诊医学和

重症医学的特点，而且由于急危重症患者病情

紧急复杂、配合度低等原因，难以实施传统临

床教学模式 [1-2]。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理 念 由 美 国 学 者 Spady 于 1981

年提出，这种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近年来在医学教育中被广泛关注和应用 [3-5]。案例

式立体教学模式（case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CTTM）是近年提出的将案例教学与立体

教学有机融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模式。

CTTM 注重运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技术，采

用影像资料、图形资料等多种方法，有针对性地

设计危急重症临床教学的教案及课件，立体式全

方位展现危急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教学方法

由单一化转变为立体化，从而达到适应急危重症

临床教学的特殊需求 [6-8]。本研究以 OBE 理念为

指导，进行课程目标和实施手段设计，开展危急

重症临床教学模式改革，探讨基于 OBE 理念的

CTTM 教学模式在急危重症临床教学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3 年 1 月至 3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见习的临床医学专业

大四年级学生 78 人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以人卫版《急诊与灾难医学》[9] 课程为载体，

分别对两组进行急诊重症专业 5 个常见病例 10

课时的临床教学。

对照组依照传统授教学模式授课，选取 5 个

急诊重症专业常见的病例，包括创伤、心肺复苏、

急性胸痛、呼吸衰竭和意识障碍。首先，教师通

过幻灯片对每个疾病的定义、病理生理机制、临

床表现、诊断流程和治疗方案进行详细讲解，使

学生能够掌握到每个疾病相关的重要知识点。然

后选择相应的患者，教师示范如何进行病史询问、

体格检查以及提出诊疗计划，最后由学生模拟诊

疗过程。课程结束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疾病要

点，并对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进行考核。理

论知识考核疾病的定义、病理生理机制和诊疗方

案，实践能力考核采集病史和体格检查，最后由

教师评分。 

试验组实施基于 OBE 理念的 CTTM 教学模式。

分为 3 个步骤：①课前预习：上课前 1 周教师通

过微信群分发学习资料给学生，让学生课前预习

并熟悉本次案例学习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和大纲

要求。然后通过问卷星 APP 了解学生的学习难点

与兴趣点。②授课内容与形式：针对学生的学习

难点与重点问题，以危急重症典型病例救治场景

为实践对象，线上线下教学同时进行，然后学生

分组讨论，教师对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选择性

地讲解并答疑。③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此阶段

是对理论知识的分析和总结以及对临床思维的

培养、灵活运用。教师对 5 个临床病例进行知识

拓展，学生可相互讨论并给出答案（鼓励学生查

阅相关文献），最后由教师给出相应的答案并回

答学生的疑问，学生对教师的答案可提出异议并



数理医药学杂志  2023 年 10 月第 36 卷第 10 期  J.Math.Med.  Oct. 2023, Vol. 36, No.10794

https://slyyx.whuznhmedj.com/

表1  两组在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方面的比较（ sx ± ）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between two groups ( sx ± )

项目 试验组（n=39） 对照组（n=39） t值 P值

理论知识 93.80±2.20 83.60±3.15 3.748 ＜0.001

实践能力 92.80±2.02 83.50±3.03 3.599 ＜0.001

进行再次共同讨论。

两组学生由同一组教师授课，课程内容和时

间类似。课程结束后，采用同样的题目对两组学

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进行考核并评分。理论

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临床案例分

析处理能力）评分均采用百分制。 

1.3 观察指标 
考考核结束后，教师通过问卷星 APP 形式分

发调查问卷给所有学生，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学

习积极性、前沿知识拓展程度、锻炼临床思维、

解决临床问题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等方面的教学效

果进行比较。问卷条目使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

非常同意（5 分）、同意（4 分）、观点中立（3 分）、

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教学满

意度主要由学生们对带教老师采取的临床教学和

内容、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知识点掌握等方面进

行评价。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和标准差（ sx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中位

数和四分位数 [M（P25，P75）] 表示，两组间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临床医学专业大四年级学生 78 人，

其中男性 42 人、女性 36 人；年龄 20~23 岁、平

均年龄（21.7±0.96）岁。试验组中，男性 20 名、

女性 19 名，平均年龄（21.6±0.99）岁；对照组

中男性 22 名、女性 17 名，平均年龄（21.8±0.93）

岁。 调查共发放问卷 78 份，回收有效问卷 78 份。

2.2 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比较
试 验 组 在 理 论 知 识 （ 9 3 . 8 0 ± 2 . 2 0 v s . 

83.60±3.15，P ＜ 0.001）、实践能力（92.80±2.02 

vs. 83.50±3.03，P ＜ 0.001）方面的考核成绩显

著高于对照组，见表 1。

2.3 教学效果比较
试验组对学习的积极性、前沿知识拓展程度、

锻炼临床思维、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临床

带教老师的满意度等方面评价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 ＜ 0.001），见表 2。

表2  两组在教学效果方面的比较[M（P25，P75）]

Table 2. Comparison of teaching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M(P25, P75)]

项目 试验组（n=39） 对照组（n=39） Z值 P值

学习积极性 4（4，4） 3（2.5，3） -6.487 ＜0.001

前沿知识拓展 5（4，5） 3（2，3） -7.063 ＜0.001

锻炼临床思维 4（4，5） 3（3，3） -6.739 ＜0.001

解决临床问题能力 4（4，5） 3（2.5，3） -6.815 ＜0.001

教学满意度 5（4，5） 3（3，3） -7.563 ＜0.001

3 讨论

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是两个具有高度综合性

和实践性的学科，分别对危急重症的早期和中晚

期进行评估和救治。因此，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

是两个各自独立又紧密关联的学科，其共同的目

标是评估风险、抢救生命，这就要求临床医学专

业学生熟练掌握危急重症相关知识和技能。然而，

由于危急重症患者病情紧急、时间急迫、配合度

低、病情复杂等原因，难以实施传统模式的临床

教学。因此，急危重症教学中的临床实践非常有必

要探索一种适用于急危重症医学特点的教学模式。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以 OBE 理 念 为 导 向 的

CTTM 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高临床医学本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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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方面的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CTTM 模

式更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地位，教学出发点不再是

教师教什么，而是希望让学生学习什么，最终的

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具备相应的能力。医学生和住

院医师的培养目标是达到一定程度的临床工作水

平，包括具备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掌握常用操

作技能、锻炼临床思维和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医

疗制度、相关法规等，并通过相应水平的职业能

力考核。

CTTM 教学模式显著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去了解相关知识背景，同

时通过立体案例分析还能够开阔学生的临床视

野，进一步培养临床思维以及解决临床问题的能

力。另外，CTTM 教学还能促进师生之间的沟通，

不仅会促进学生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能

让学生对临床问题进行反思、总结，从而促使学

生对临床案例中涉及的重要知识点理解、掌握得

更为全面 [10]。尽管 CTTM 教学模式有其优势，但

是在开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 CTTM 教学

需要教师提前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学生存

在的问题，同时还需要学生花费较多的时间做好

课前预习，否则会严重影响教学效果。二是教师

需要将 CTTM 教学模式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不

仅要精心准备讨论的临床病例，做好教案、熟悉

课件，还要了解相关前沿知识，否则会影响教学

效果，因此，CTTM 教学对教师也提出较高的要求。

三是 CTTM 教学与其他新兴教学模式类似，不能

像传统教学那样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因此可能

会遗漏一些重要的教学内容 [11-12]。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与传统教学

模式相比，CTTM 教学能够明显提高学生的理论

知识与实践能力，但是在临床知识应用或逻辑思

维推理方面不一定具有优势。其次，研究设计中

对照组的传统教学模式没有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

习，对结果可能产生影响。再次，虽然为同一组

教师，但教师们对传统教学模式更加熟悉，而

CTTM 教学模式经验相对不足，可能会影响结果。

最后，本研究仅选取 5 个临床典型的急危重症病例

进行试点教学，经验尚不足，鉴于学时数及样本量

均较小，其结果还需要更多研究验证和支持 [13]。 

综上所述，基于 OBE 理念的 CTTM 教学模

式不仅能够明显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

力，所达到的教学效果更优，而且大部分学生对

CTTM 教学模式比较认可，但该结果仍需要进一

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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