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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深入分析口腔全科住培学员现有传统椅旁教学方式和模拟考核方式缺陷的基

础上，针对性设计了线上典型案例模块训练教学。教学结束后，考试结果显示通过线上教学可提高学

员的临床思维和决策能力，强化临床思维过程。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学员对线上教学方式满意。教

学实践表明，设计的线上教学可提高案例教学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临床思维流程化、可视化，有利于

提高住培学员对典型案例的临床决策能力，达到培养住培学员岗位胜任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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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efects of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chair⁃side teaching 

and simulation examination for the oral residency training students, this paper designs an online typical case 

teaching module for teaching practice. After the teaching,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use of online 

teaching tool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thinking and decision ⁃ making a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clinical 

thinking process.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residents are satisfied with the online teaching. All 

in all,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 in this study is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ase 

teaching, facilitating the process and visualization of clinical thinking, and improving the clinical decision ⁃
making ability of the typical cases of the residency training student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raining 

residents with great post compe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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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疾病的诊疗是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的过

程，也是思维和决策过程的不断演进。临床决策是

以临床经验为基础进行复杂思维后的结果。正确

的临床思维是批判性思维，是不断分析、证实、补

充、修改临床决策的思维过程，而科学的临床思维

是临床决策的基础，流程化思维是将临床决策过程

简单化并流程化落实的思维过程[1]。但是临床思维

具有不确定性、概然性、个体性、动态性，因此医生

要遵循临床思维的性质、原则和流程，反复验证自

己的临床决策，避免武断下结论和想当然[2]。在医

学临床教育过程中，对学生临床思维与决策能力的

培养和促进是提升医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3]，也是

教与学的难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中

的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一直以来都是住培学员的

薄弱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自 2019 年

8 月启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系统，所有参与住培

的学员都进入系统管理。本研究通过分析现有临

床思维与决策能力的培训方式，提出以典型案例模

块训练为基础的线上教学模式，并分析该模式的有

效性及学员对其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以期达到提升

住培学员临床思维与决策能力的目标。

1　传统椅旁教学和模拟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1.1　传统椅旁教学和模拟考核

传统临床思维与决策教学通常以椅旁教学为

主。在传统椅旁教学中，由学员接诊真实病人进行

病史采集、诊断并给出治疗方案；带教教师在旁进

行观察，对错误之处进行纠正。这种完全在临床真

实情境中的诊治，有利于他们临床实践能力的提

高。模拟考核方式针对三年级住培学员，安排在

12 月份和住培结业考核前 1 个月。模拟考核参考住

培结业考核形式，让学员提前熟悉考核流程并及时

发现不足之处，学员可针对性进行复习，有利于顺

利完成结业考核。住培结业时的临床思维与决策

考核在独立房间进行，由 2 名考官与学员面对面。

在学员面前的是一份案例的题干，在每位考官面前

的则有题干、参考答案和评分表。临床思维与决策

考核评分表（100 分）包含病史特点归纳（15 分）、诊

断及依据（15 分）、鉴别诊断要点（15 分）、治疗原则

和措施（15 分）、专业知识提问（15 分）、伦理人文及

职 业 素 养 提 问（15 分）和 提 炼 概 括 及 表 达 能 力

（10 分）。考官根据评分项目对学员进行提问和评

分，其中提炼概括及表达能力则是根据回答总体情

况给分。考试时间 20 min，总分 80 分以上为合格。

如果该病例诊断错误，则会导致后续的鉴别诊断及

治疗措施失分，导致考核不合格。

1.2　传统椅旁教学、模拟考核的缺点

无论是传统椅旁教学方式还是模拟考核方式，

都存在一定的缺陷。①椅旁教学无法完全反映住

培学员的临床思维过程，学员直接给出诊断及治疗

方案，而对诊断依据及鉴别诊断思考的过程无法体

现；②椅旁教学无法完全考核学员的理论知识掌握

水平，尤其是鉴别诊断、鉴别诊断依据和专业知识

提问；③椅旁教学有人数限制，无法大范围开展，同

时需要协调椅位和人员时间，而模拟考核同样需要

协调大量人力、物力安排独立房间和固定时间，要

求所有学员参与考核；④教学病种受限，椅旁教学

时受到接诊病人的病种限制，属于随机教学，而且

模拟考核组织次数有限，也无法保障病种数量；⑤无

论是椅旁教学还是模拟考核，主要是针对案例的初

诊情况进行诊断、鉴别诊断并提供治疗方案，缺少

方案制定后实施的治疗效果，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

案例教学；⑥椅旁教学和模拟考核均以语言表现为

反馈，缺少记录，不利于学员反思，也不利于学员课

后复习及考前准备。为了提高住培学员的理论知

识水平和学习积极性，并扩大教学覆盖人数及病种

数量，方便复习及考前准备，研究者探索了以典型

案例模块训练为基础的线上教学，以提升他们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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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思维与决策能力。

2　典型口腔临床案例库建设

2.1　根据考试大纲要求选择典型案例

以住培结业考核大纲中要求掌握的疾病为出

发点，收集有完整初、复诊资料的典型口腔临床案

例。案例的选择途径主要从住培学员的出科病例

报告和教师收集的病例获得，部分罕见病例也可从

网络或杂志获取。每个案例尽量包含 2～3 种口腔

疾病，涵盖牙体牙髓科、牙周科、修复科、颌面外科

和黏膜科要求掌握的疾病。目前案例库包含慢性

龈炎、青春期龈炎、妊娠期龈炎、药物性牙龈肥大

（服用高血压药物、服用免疫抑制剂）、牙龈纤维瘤

病（遗传性、特发性）、坏死性溃疡性龈炎、慢性牙周

炎（局限型、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局限型、广泛

型）、根分叉病变、牙周牙髓联合病变、牙周脓肿、逆

行性牙髓炎、龋病、楔状缺损、牙折、牙体缺损、牙列

缺损和牙列缺失等疾病的经典案例。每个临床案

例应包含内容见表 1。

2.2　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题设计

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题以 Word 文档形式存储，

一个案例包含题干版和参考答案版。案例题干应

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

查，并根据案例的典型表现和主要诊断适当进行案

例改编，使之更符合案例教学的需要。参考答案版

根据评分表提问项目列出参考答案，并将每题评分

点细化至≤3 分。因每个案例可能包含多种疾病，应

根据主诉和现病史确定主要诊断和次要诊断，而鉴

别诊断则根据主要诊断展开，若只主要诊断无须鉴

别诊断，也可以根据次要诊断展开。参考教科书和

案例实际情况确定治疗原则和具体措施；同时设计

专业知识问答题，同种疾病的不同案例可设计不同

问题。

2.3　临床案例报告制作

临床案例报告以 PPT 形式存储，初诊情况简单

介绍，着重讲解复诊资料。考核题注重首诊临床思

维过程和决策，而案例报告则为复诊后分析、补充、

修改临床决策的思维过程和具体临床技能操作。

以药物性牙龈肥大为例，考核题的治疗方案中包含

牙周基础治疗、手术治疗、修复治疗和牙周维护治

疗 4 个阶段的要点，但不涉及具体操作步骤。在案

例报告中则会讲解牙周基础治疗后的效果（口内照

片、牙周系统检查电子表），根据第一次复诊情况确

定后续治疗方案，方案改变均以复诊检查为依据。

如药物性牙龈肥大经过基础治疗之后牙龈增生无

法消退，则需牙周手术治疗。在案例报告中会结合

手术照片，详细讲解牙龈切除术的适应证、手术切

口位置、切口角度、清创要点、缝合方式和术后处理

等手术操作要点，并附上术后口内照，使学员对病

例理解更加深刻和完整，达到分析、修改临床决策

的目的。

3　线上典型案例模块训练过程

3.1　住培系统建立试题库，进行在线考试

住培系统可以上传学习资料，如视频、PDF 和

PPT 等，同时可以发布在线理论考试。教师在住培

系统网页版中创建试题，选择共用题干，将案例的

基本信息、病史采集、体格检查（文字部分）和血液

检查异常结果填入文字框，插入配图（口内照片、牙

周系统检查电子表、影像辅助检查），参考评分表中

表1 案例包含内容

项目

基本信息

病史采集

体格检查

辅助检查

诊断

鉴别诊断

治疗原则和措施

专业知识问答

复诊资料

主要内容

病人年龄、性别

主诉、现病史、既往史、家族遗传史、个人史

检查信息（文字）、口内照片、牙周系统检查电子表等

CBCT、根尖片、曲面断层片、血液检查等

诊断及诊断依据

所有和主要诊断相关的鉴别诊断、鉴别诊断依据

结合诊断给出的治疗原则和具体措施

结合案例提问相关疾病专业知识

检查信息（文字）、治疗步骤（文字+照片）、牙周系统检查电子表、影像学检查等复诊资料

注：案例（每个案例至少包含 2～3 种疾病）；CBCT，即锥形束 CT（cone beam computer tomography，C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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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评分项目添加问答题，每个问题均可插入相应

图片。在教学活动中新建在线考试，选择试题库中

的共用题干题，设置每道问答题的分数，同一案例

建立一次考试。此为考试模板，可以多次进行考

试，不需要每次发布前重新建立试题。系统上随机

选择一题发起在线考试，设置 7 d 的做题时间。发起

考试时学员会收到短信提醒，在有效期内学员可利

用临床及科研中的碎片时间在系统的微信小程序

上进行答题。同时，设置 30 次可离开页面，保障学

员考试的可间断性。同期，教师可以在系统的微信

小程序上查看学员的考试完成情况，并在考试结束

前提醒学员。

3.2　细化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评分表后进行评分

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评分表满分 100，如前所

述包含 7 大项。根据评分项目细化评分小项，按照

每个问题的答题要点不同，7 大项细化成 20 小项。

考试结束后教师在住培系统网页版上对考试结果

进行评分，评分设置是对所有住培学员的同一题进

行评分保存后，再进行下一题评分。因每次参与考

试的人数多，评分耗费时间长，每一题评分后可进

行暂时保存，教师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评分。

评分后教师总结学员的答题情况，整理答题容易出

错之处，方便后期进行针对性讲解。同时，教师可

以在系统上下载答卷，进行个人点评后发给学员，

以免学员忘记自己的答题情况。

3.3　钉钉平台发起在线直播，分析考试结果及讲解

案例

尽管住培系统可以查看答案，但缺少互动和分

析案例，因此研究组除住培系统外还采用了线上教

学另一个工具“钉钉”。钉钉平台直播授课时教师

先讲解参考答案，再根据答题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学员能通过连麦与教师互动。采用的案例是有完

整初、复诊资料的案例，因而后续按照病例汇报的

格式进行案例讲解，可以加深住培学员对该类病例

的理解，提高学员的临床思维与实践能力。钉钉直

播视频 12 个月内可回放，即使学员没时间参加现场

直播，也可观看视频回放。此外，学员还能利用回

放功能进行考前再次复习。

以 典 型 案 例 模 块 为 基 础 的 线 上 教 学 过 程

见图 1。

4　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成绩分析和问卷调查

4.1　线上教学前后成绩比较

根据细化后的评分表对线上教学前、后的在线

考试进行严格评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参与线上

教学的学员共 44 人，线上教学前，80 分以上 10 人

（22.73%），60～80 分 24 人（54.55%），60 分以下 10 人

（22.73%）。线上教学后，80 分以上 28 人（63.64%），

60～80 分 16 人（36.36%），60 分以下 0 人。线上教学

后，病史特点归纳、诊断及依据、鉴别诊断要点、治

案例

初诊资料

住培系统建立共用题干题 制作案例报告 PPT

复诊资料

新建在线考试模板，添加共用题干题，设置
每题问答题分数，一个案例为一套试卷

发布在线考试，设置考试日期和时长，
设置考试过程中离开页面的次数

批改试卷，总结考试情况，
下载答卷，发给考生

钉钉直播，讲解参考答案，分析考
试情况，讲解案例复诊资料

分析考试情况，标注学员易错点

12 个月内钉钉直播可回放

图1　以典型案例模块为基础的线上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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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原则和措施、提炼概括和表达能力及总分都有提

高（P<0.001）（表 2）。

4.2　问卷调查结果

线上教学结束后使用问卷星小程序发起对线

上教学形式的问卷调查，回收 44 份有效问卷。36 人

（81.82%）觉 得 这 种 线 上 教 学 方 式 方 便 ，8 人

（18.18%）觉得不方便，41 人（93.18%）愿意参与这种

线上教学。关于线上教学训练开始的时间，16 人

（36.36%）希望在三年级开始，13 人（29.55%）希望在

结业考核前半年密集训练，15 人（34.09%）希望在一

年级（7 人，15.91%）和二年级（8 人，18.18%）开始。

在 线 上 教 学 的 频 率 上 ，每 个 人 意 见 不 一 ，23 人

（52.27%）希望 2 周 1 次，9 人（20.45%）希望 1 个月

1 次，6 人（13.64%）希望 1 周 1 次，6 人（13.64%）希望

2 个月 1 次。住培系统发起考试后，30 人（68.18%）

喜欢钉钉直播分析案例，而 14 人（31.82%）喜欢考试

结束后系统上直接查看答案。在钉钉直播时，27 人

（61.36%）想参与案例的讨论并充分表达意见，17 人

（38.64%）则表示只想观看直播或视频回放。

4.3　满意度分析

问卷调查了学员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40 名

（90.91%）学员认为该教学改革能调动主动学习的

积极性，44 名（100%）学员认为能提高提炼病例信息

能力，43名（97.73%）学员认为能提高病例诊断能力，

42 名（95.45%）学员认为能提高分析实际临床问题

能力，（44名）100%学员认为能帮助其掌握病例的理

论知识，总体满意度达到 100.00%（44/44）（表 3）。

5　讨论

5.1　临床思维训练系统的发展和局限

临床思维训练系统是通过案例和诊疗问诊构

建的仿真临床诊疗过程的训练系统。1995 年，美国

南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研发了 DxR⁃Clinician 系统。

该系统在 2009 年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引进，

在国内多个地区、医学院校被广泛使用，已经是一

种非常成熟的教学形式和手段[4]。上海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自主研发了国产新型临床思维训练

与考核系统，得到了住培学员的广泛认可，有助于

提升学员的临床思维能力[5]。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平台官网上，有 12 个与临床思维训练相关的虚

拟仿真教学系统，然而缺少口腔临床思维训练系

统。在临床思维培养课程中应用 DxR 临床思维训

练和小组讨论模块教学，课程实施平稳，学员接受

度高，临床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两种教学方式能

够相互补充，从不同维度促进其临床思维能力的提

升[6]。但因为临床思维训练系统病种少，更注重教

学深度，在知识广度上稍有欠缺[7]，是限制其发展的

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内外的临床思维训

练系统的引入，还是研发新的临床思维训练教学系

统，资金都是最大的问题，也因此影响了这种教学

模式的推广。

表3 学员对线上教学的满意度调查 [n（%）]
选项

非常满意

满意

说不好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调动主动学习的
积极性

26（59.09）

14（31.82）

4（9.09）

0（0.00）

0（0.00）

提高提炼病例信
息能力

25（56.82）

19（43.18）

0（0.00）

0（0.00）

0（0.00）

提高病例诊断
能力

25（56.82）

18（40.91）

1（2.27）

0（0.00）

0（0.00）

提高分析实际临
床问题能力

24（54.55）

18（40.91）

2（4.55）

0（0.00）

0（0.00）

帮助其掌握病例
的理论知识

23（52.27）

21（47.73）

0（0.00）

0（0.00）

0（0.00）

总体满意度
（满意）

27（61.36）

17（38.64）

0（0.00）

0（0.00）

0（0.00）

表2 线上教学前后临床思维与决策考核成绩对比[（x±s），分]

指标

线上教学前

线上教学后

t 值

P 值

病史特点归
纳（15 分）

10.00±3.72

13.07±2.83

-5.56

<0.001b

诊断及依据
（15 分）

11.02±3.35

12.75±3.32

-2.54

0.019a

鉴别诊断要
点（15 分）

7.98±4.31

11.27±4.26

-4.18

0.001b

治疗原则和
措施（15 分）

9.02±2.54

12.98±2.86

-8.87

<0.001b

专业知识提
问（15 分）

12.16±2.91

12.16±2.78

0.00

1.000

伦理、人文及
职业素养提
问（15 分）

13.23±2.09

13.68±1.52

-1.49

0.251

提炼概括和
表达能力
（10 分）

6.07±1.19

7.30±0.87

-6.49

<0.001b

总分

69.48±12.74

83.20±11.30

-7.40

<0.001b

注：a，P<0.05；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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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充分利用出科病例报告，丰富案例库，提高教

学广度和深度

案例库的建立重在典型案例资料的收集，并根

据案例完善治疗措施和专业理论知识问答。住培

学员轮转出科时需要进行出科病例汇报，包括案例

的初诊资料和第一次复查资料。若能充分利用学

员的出科病例报告丰富案例库，不仅扩大了不同的

病种数，也扩大了同一病种的案例数，从而解决了

传统教学病种数量受限的缺陷。随着医院信息化

建设日益完善，门诊病历、牙周系统检查表和影像

资料的电子化都有利于案例的资料收集、保存和展

示，利于学员理解典型案例的临床表现。长期随访

的复诊资料使得案例更加完整，使临床决策不再纸

上谈兵。学员可以了解具体治疗后的效果，弥补了

传统教学中学员只能参与部分疗程的缺陷，提高了

教学深度。

5.3　线上案例教学能解决线下教学弊端，调动学员

积极性

因院区分散、学员排班不一且临床工作繁忙，

固定时间和地点集齐所有学员进行教学活动存在

一定困难。而利用住培系统和“钉钉”进行线上教

学解决了物理空间和时间的弊端，尤其在疫情期间

减少了大量人员的聚集。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

教学法能很好地调动住培学员的兴趣和主动性，可

以让学员掌握更多的知识，有助于学员整体培训水

平的提高[8]。参考结业考核方式的案例教学可以提

高学员参与考试的积极性，保障考试人员数量。该

模块重点突出传统教学中缺少的诊断依据和鉴别

诊断，反映并保障临床思维过程的完整性，有利于

提高学员对案例的提炼和概括能力。临床思维过

程以文字体现，利于教师批改并针对学员不足之处

进行加强训练；学员也可根据参考答案和复诊资料

对比自己的答卷进行反思，加深对典型案例的理

解。综上，提前住培结业考核 1 年或 2 年的时间，对

住培学员以每月 1 次或两周 1 次的频率进行线上教

学，能够扩大教学内容覆盖面，保障学员全方位的

学习。

线上典型案例模块教学以训练提升为目的，重

点将学员的临床思维流程化、可视化。学员通过与

真实临床决策后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并对专业理

论水平查漏补缺。住培系统上同个案例多次发起

考试无须重复建立试题，便于案例管理和试题建

立，减少重复。系统同时可对所有学员进行选择，

设置考试时间和时长，保障了训练的人数和时间；

但需要教师关注考试完成情况，及时提醒学员。钉

钉的直播回放功能也有利于学员后续反复学习，特

别是考前强化记忆。研究者希望通过线上教学，训

练住培学员的临床思维和决策能力，强化学员临床

思维过程，从而提高学员临床实践能力，使其将来

结束住培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根据不同患者、不

同病情制定个性化的综合诊疗方案，进行准确的口

腔治疗风险评估，从而有利于患者的口腔疾病尽早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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