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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对分课堂用于皮肤性病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提升其实操能力的影

响。方法 选取2018年11月至2020年12月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学科规培的120名住院

医师为研究对象。将其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两组，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入选的60名住院医师

为对照组，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入选的60名住院医师为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住培模式，试

验组采取对分课堂教学模式。选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 t检验比较两组住院

医师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成绩，通过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住院医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通过秩

和检验比较两组住院医师对教学的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理论知识 [（45.38±4.14）分]、技能操作

[（42.35±4.32）分]、总分[（88.74±7.69）分]均高于对照组[（39.62±4.15）分、（36.25±4.27）分、（77.96±
7.52）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教学效果评价显示，49人（81.67%）认为激

发了学习兴趣；51人（85.00%）认为提高了自学能力；47人（78.33%）认为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50人（83.33%）认为提高了医患沟通能力；49人（81.67%）认为提高了临床思维能力；52人（86.67%）认

为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50人（83.33%）认为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满意度结果显示，在指导医师责任

心、带教方式、带教内容及自我评价满意度方面，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结论 对分课堂用于皮肤性

病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对调动住院医师学习积极性、培养住院医师自主学习能力具有积极作

用，可提升住院医师实操及理论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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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AD (presentation- assimilation-discussion) class

applied in the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of dermatovenereology on improving resi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Methods A total of 120 residents taking the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of

dermatovenereology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from Nov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of admission, among which, 60 residents enrolled from November 2018 to Nov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60 residents enrolled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mod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teaching mode of PAD class. SPSS 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and skill operation assess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t test,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chi- square tes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rank su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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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45.38±4.14) points], skill operation [(42.35±4.32) points] and total

score [(88.74± 7.69) poi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39.62 ±

4.15) points, (36.25±4.27) points, (77.96±7.52) points,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that 49 residents (81.67%) believed that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had been stimulated; 51(85.00% ) improved their self- learning ability; 47(78.33% )

improved their ability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50(83.33% ) improved their doctor- 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49(81.67% ) improved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52(86.67% ) improved their

teamwork ability; and 50(83.33% ) improved their literature retrieval ability. The results of satisfaction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contents and self-evaluation.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AD class in the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of dermatovenereolog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mobilizing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of residents and cultivating their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theoretical awareness of residents.

【Key words】 PAD class; Dermatovenereology;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Skil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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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性病学是一个知识体系繁杂的临床专

科 [1]，包含病种多。皮肤性病学科各类疾病发病机

理涉及免疫、遗传、内分泌等诸多学科 [2]，对医学生

的学习能力、临床操作能力要求较高。规范化培训

是医学教育的重要阶段 [3]，培养同时具备丰富理论

知识及临床实践经验的临床工作者是其主要教学

目的 [4-5]。皮肤性病学科传统的住培模式多以指导

医师灌输式全面讲解相关理论知识为主，住院医师

多选择自行记录皮肤性病学科知识。其教学形式

单调、枯燥，住院医师参与度低，不仅无法使自己的

临床工作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还无法得到理想的知

识内化效果。对分课堂是近年来医学教学中展开

的新型教学模式，其概念由普林斯顿心理学博士及

复旦大学教授张学新首次提出[6]。该教学模式强调

住院医师自主学习，可有效增加住院医师在规范化

培训中的参与程度，提高其积极性。本研究将对分

课堂模式应用于皮肤性病学科住培教学中，并观察

其对住院医师实操及理论知晓度的影响，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8年 11月至 2020年 12月于川北医学

院附属医院皮肤性病学科进行住培的120名住院医

师为研究对象。将其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两组，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11月入选的 60名住院医师

为对照组，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入选的60名
住院医师为试验组。两组年龄、性别、学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本研究已获本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住培模式。由指导医师详细

讲解皮肤性病学科各类疾病病因、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诊断方式、鉴别要点、治疗办法等，举例讲

解常见皮肤性病如何进行病史询问、体格检查、病

历记录内容及要求。住院医师自行记录相关知识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60）

项目

年龄[（x±s），岁]

性别[n（%）]

学历层次[n（%）]

男

女

本科规培

硕士规培

试验组

22.85±1.58

32（53.33）

28（56.67）

35（58.33）

25（41.67）

对照组

23.04±1.36

33（55.00）

27（45.00）

37（61.67）

23（38.33）

t/χ2值

0.71

0.03

0.14

P值

0.482

0.855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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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讲解完毕，住院医师可对尚不理解的知识进

行提问，指导医师予以解答，并对知识点进行总

结。住院医师跟随指导医师进行查房，观察学习指

导医师的问诊方式及与不同情况病人的沟通技巧，

并在指导医师辅助下尝试处理病例。

试验组采取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第一，课前分

组。根据住院医师的学习成绩、性别、性格等进行

分层抽样分组[7]，使每个小组性别比例得当、综合水

平相当。第二，课堂讲解。指导医师对皮肤性病学

科各类疾病相关内容进行讲解，在遵循教学大纲的

基础上对内容进行提炼，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并

向住院医师布置课后学习内容。以带状疱疹这一

章为例，指导医师就带状疱疹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带状疱疹的典型临床表现、特殊类型带状疱疹、带

状疱疹的诊断、带状疱疹的治疗原则 5个方面进行

讲解。根据带状疱疹这一章节内容设置相应的住

院医师课后自主学习内容。例如，①带状疱疹典型

的皮损特征是什么，其诊断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②带状疱疹的好发部位；③不同部位的带状疱疹应

分别注意与哪些疾病相鉴别；④带状疱疹常见并发

症有哪些，应如何做好预防措施；⑤带状疱疹相关

性疼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定义；⑥带状疱疹诊

治过程中的注意事项；⑦带状疱疹与其他皮肤性病

间的关系。第三，消化吸收。课后自主学习：住院

医师对课上讲授的内容自行理解内化，不断巩固并

在课后自主地进行进一步深入学习；指导医师在移

动端推送相关学习资料，检查并督促住院医师自主

学习情况；同时住院医师自主查阅资料，独立思考

课后自主学习内容，并整理分析结果，可以文稿、

PPT等形式予以展现。第四，课堂讨论。住院医师

以小组形式集体讨论学习内容 [8]，讨论自主学习成

果，分享观点及个人看法，提出问题，共同探讨，解

决问题。讨论未解决的问题，请求指导医师解答，

指导医师根据各小组的提问对相关内容进行针对

性解析，总结归纳课堂知识。各组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真实案例，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

应用。后期查房教学同对照组。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住院医师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

考核成绩。两组住院医师于皮肤性病学科住培结

束时进行考核。①理论知识考核：住培系统电脑答

题，总分 100，占综合能力考核总成绩的 50%，内容

涵盖皮肤性病学科各类疾病相关知识。②技能操

作考核：由科室分管教学主任及住培秘书负责临床

技能的操作考核，并进行系统评分，总分 100，占综

合能力考核总成绩的50%。

参照相关资料[9]，拟定教学效果评价调查问卷。

问卷包括学习兴趣、医学知识、自学能力、分析和解

决问题能力、医患沟通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文献检索能力8个方面。自我评价相关能力

有无提升，并勾选“是”或“否”。问卷均为匿名填写，

且当场回收，问卷回收率100%。

参照相关资料[10]，设计住院医师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表内容包括指导医师责任心、带教方式、带教

内容及自我评价。每项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

意。问卷均为匿名填写，且当场回收，问卷回收率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行 t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行卡方检

验；等级资料采取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住院医师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及总分比较

试验组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及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01）（表2）。

2.2 两组住院医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试验组认为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自学能

力、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了医患沟通

能力、提高了临床思维能力、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

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的住院医师占比高于对照组

（P<0.05）（表3）。
2.3 两组住院医师教学满意度比较

试验组对指导医师责任心、带教方式、带教内

容及自我评价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1）（表4）。

表2 两组住院医师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及总分比较

[n=60，（x±s），分]

条目

理论知识

技能操作

总分

试验组

45.38±4.14

42.35±4.32

88.74±7.69

对照组

39.62±4.15

36.25±4.27

77.96±7.52

t值

7.61

7.78

7.76

P值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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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由学生到临床医生角色

转换的必经阶段[11]，是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处理临

床工作，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巩固、深化、拓展知识

的重要时期[12]。规范化培训期间对住院医师的自主

学习及思维能力均存在一定考验[13]。皮肤性病学是

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疾病发展及变化快，临床表

现多种多样，在临床中不同的皮肤疾病在不同的阶

段均可出现不同的表现。单纯依靠指导医师口述

并不能达到住培目的，也无法使住院医师获得临床

工作能力的提升，也对住院医师的自主学习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在皮肤性病学科的规范化培训中，

传统教学模式更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全面讲授，主

要以指导医师灌输式教学为主，住院医师缺乏积极

性，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深

入，医学教育逐渐开始以“住院医师为中心”，倡导

以自主学习为导向开展教学，推动教学模式从“教”

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本院在皮肤性病学科的规范化培训中开展对

分课堂的教学模式，并观察其教学效果。结果显

示，试验组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及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这表明对分课堂对提高住院医师实操及理论

知晓度、提升教学质量具有价值。传统住培以指导

医师讲解为主[14]，住院医师参与度低，无法激发住院

医师学习兴趣，教学质量有待提升。住院医师对知

识掌握程度除依靠指导医师讲解外，住院医师自身

在住培中的参与度及自主学习能力也会产生重要

影响[15]。同时，由于门诊学习环境与学校相比较为

宽松，指导医师排班并不固定以及住院医师自身认

识不足的问题，导致应用传统教学模式后，出现部

分住院医师迟到早退情况。皮肤性病学中涉及疾

病种类多样，掌握每种疾病的特征及鉴别诊断、治

疗要点是学习的关键。仍以带状疱疹培训为例，对

分课堂改变了传统住培中指导医师围绕带状疱疹

知识填鸭式教学的培训模式。对分课堂模式下指

导医师仅对教学内容大致梳理，说明带状疱疹的理

念，讲解带状疱疹基础知识，并提出相应延伸问题，

即带状疱疹皮损特征、好发部位、并发症、诊断注意

事项以及与其他皮肤性病的关联。以此构建起住

院医师课后自主学习框架，强调住院医师课后针对

带状疱疹的自主学习，使住院医师课后充分发散思

维，深入学习带状疱疹的系列知识。通过自主查阅

相关资料，提升住院医师学习中的参与感，巩固记

忆，使住院医师深入理解皮肤性病学中各疾病的联

系与区别。通过小组讨论形式，使其互相沟通学习

心得，分享自主学习成果，进一步加深对皮肤性病

科各类型疾病的特点及诊治要点的理解，并在真实

案例中不断运用，激发了住院医师学习兴趣，拓展

了其知识范围，提高了其学习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认为激发了学习兴趣、

提高了自学能力、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

表3 两组住院医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n=60，n（%）]

条目

激发了学习兴趣

巩固了医学知识

提高了自学能力

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了医患沟通能力

提高了临床思维能力

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

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

试验组

49（81.67）

50（83.33）

51（85.00）

47（78.33）

50（83.33）

49（81.67）

52（86.67）

50（83.33）

对照组

39（65.00）

46（76.67）

32（53.33）

33（55.00）

40（66.67）

35（58.33）

30（50.00）

40（66.67）

χ2值

4.26

0.83

14.11

7.35

4.44

7.78

15.00

4.44

P值

0.039

0.361

<0.001
0.007

0.035

0.005

<0.001
0.035

表4 两组住院医师教学满意度比较 [n=60，n（%）]

条目

指导医师责任心

带教方式

带教内容

自我评价

试验组

满意

18（30.00）

20（33.33）

21（35.00）

20（33.33）

基本满意

40（66.67）

39（65.00）

35（58.33）

38（63.33）

不满意

2（3.33）

1（1.67）

4（6.67）

2（3.33）

对照组

满意

15（25.00）

10（16.67）

16（26.67）

16（26.67）

基本满意

36（60.00）

45（75.00）

38（63.33）

40（66.67）

不满意

9（15.00）

5（8.33）

6（10.00）

4（6.67）

Z值

8.43

5.62

3.08

4.7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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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医患沟通能力、提高了临床思维能力、提高了

团队协作能力、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的住院医师占

比高于对照组，且试验组对指导医师责任心、带教

方式、带教内容及自我评价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

这提示对分课堂对皮肤性病学住院医师的自学、思

维等多种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住院医师对该

教学方法满意。赵丽微等[16]的研究也显示，对分课

堂充分调动了住院医师积极性和主动性，住院医师

对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及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较好。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精髓即将课堂时间一分为二，

一半时间由指导医师讲解，另一半时间让住院医师

自主学习、自主讨论。在讲授和讨论之间引入知识

内化环节，让住院医师对讲授内容进行吸收之后，

有备而来参与讨论。通过对讲授与讨论的有机整

合，实现了“教法”与“学法”的对立统一[17]。在对分

课堂模式下，住院医师需自主寻找学习资料，查阅

文献进行学习。这使住院医师的自学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能力、思维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等均得到

了较好的锻炼。通过小组讨论进一步提高了住院

医师的团队协作能力。引入案例分析，使住院医师将

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病例中，不断巩固住院

医师理论知识及实操技能，提升住院医师综合能力。

综上，对分课堂用于皮肤性病学住培中，可充

分调动住院医师学习积极性，培养住院医师自主学

习能力，有效增加住院医师实操及理论知晓度，显

著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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