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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基于PDCA循环的教学模式在血液科实习生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效果。方法 选取 2020年 1—12月在血液
科实习的医学生 40名作为对照组，接受问题导向性学习（PBL）的教学模式，以 2021年 1—12月实习的 40医学生作为试验组，
接受基于PDCA循环联合PBL的教学模式；实习结束后进行出科考核并匿名填写满意度调查表。结果 试验组实习生的临床

考核成绩［（83.02±6.52）分比（77.34±6.96）分］及对教学的满意度［（40.08±2.08）分比（36.83±1.91）分］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P<
0.05）；通过 4周期PDCA循环持续改进，试验组不同循环周期实习生的各项指标评分均呈现逐渐上升趋势（P<0.05）包括mini-
CEX总评分［（51.00±2.54）分比（54.80±1.23）分比（57.40±1.43）分比（58.00±1.16）分］ 出科考核综合成绩［（75.17±5 23）分比.

，

（80.48±1.79）分比（87.63±1.67）分比（88.80±3.78）分］及教学总体满意度［（37.50±1.35 比（39.50±0.53）分比（41.00±0.82）分比）分

，

（42.30±1.34）分］。结论 基于 PDCA循环的教学模式在血液科实习生的临床教学中应用效果较好，值得在今后教学中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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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PDCA cycle in hematology intern
teaching.Methods Forty medical students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20) who practiced in hematology department as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another 40 medical students (January to December in 2021)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teaching mode of PDCA cycle combined with PBL. After the internship, an exam was conducted and 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filled out anonymously.Results The clinical assessment scores [(83.02±6.52) vs. (77.34±6.96)]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40.08±2.08) vs. (36.83±1.91)]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4 cycles of PDCA cycle, the scores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interns in different cycl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a gradual upward trend (P<0.05), including mini-CEX score [(51.00±2.54) vs. (54.80±1.23) vs. (57.40±
1.43) vs. (58.00±1.16)],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results [(75.17±5.23) vs. (80.48±1.79) vs. (87.63±1.67) vs. (88.80±3.78)] and over‐
all teaching satisfaction [(37.50±1.35) vs. (39.50±0.53) vs. (41.00±0.82) vs. (42. 30±1.34)].Conclusion Th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PDCA cycle achieved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hematology interns,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in the futur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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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的重要阶段，是医学生由 切［2］。上述现状使得血液学成为实习生教学的难点，

学校走向临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临床实习的质 选择高效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尤为重要。PDCA循环
量直接影响医学生的未来发展，提高实习生教学效果 又被称为戴明环，按照计划（Plan）、执行（Do）、检查
是当前临床教学的重点之一［1］。血液科是一门专业性 （Check）及处理（Action）的顺序进行循序渐进的质量
很强的临床学科，其内容抽象、病种繁多，学科进展迅 管理［3］。近年来，在医学教育领域采用PDCA循环进
速，与遗传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关系密 行教学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4］。本研究拟对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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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科实习生结合PDCA循环进行临床教学，探索其在
改善临床实习教学效果中的应用潜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1—12月在血液科实
习的医学生 40名作为对照组，接受问题导向性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同时选取
2021年 1—12月期间实习的 40医学生作为试验组，
接受基于PDCA循环联合PBL的教学模式。两组实
习生在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及出勤率等方面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PBL教学模式 对照组采用单纯的PBL教学
方式，将过程分为案例与问题设计、自组学习、问题

讨论、归纳总结四个阶段。①带教老师结合血液病
教学大纲，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提前向实习生提供与

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典型病例，并基于教学知识点

提出问题。②每 5名实习生为 1个小组，每组选 1名
组长，课前针对问题查阅相关教材及文献努力找出

问题答案，并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③在讨论过程
中，每组选派一名同学根据收集的资料，把要解决的

问题在组内进行汇报，鼓励其他同学补充发言提出

自己的见解；此外，教师引导学生对案例或问题进行

进一步讨论，分析案例蕴含的知识点，该过程注意启

发实习生临床思维。④讨论完毕后，带教老师针对
争议性较大的问题予以详细的解答，将其和重点知

识点进行融合，系统地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⑤实
习结束后对实习生进行出科考核工作，采用迷你临

床演练评估（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
CEX）量表评价实习生临床实践综合能力，并进行血
液科出科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考核；此外，实习生匿

名填写对临床教学的满意度调查表。

1.2.2 基于PDCA循环联合PBL的教学模式 试验

组共进行 4周期 PDCA循环为基础的 PBL教学，每
次教学循环周期有两组人员参与，每组 5名实习生。
该模式是将整个实习生教学任务分成计划、执行、

检查及处理分为四个阶段执行，具体如下：①由科
室选拔教学与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的医师组建带教

小组并进行统一培训；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由科室

教学组长制定总体教学计划；带教老师基于实习生

知识储备及血液科实习特点制定合理的临床教学

计划，并联合 PBL教学理论制定考核标准等。②在
实习前，带教老师协助学生熟悉血液科的工作环境

（如病区结构，医疗设施及人员配比等）、日常工作

的规章制度及血液病的诊治重点及难点，使其迅速

了解血液科工作内容和方向。基于此，带教老师严

格遵照 PBL教学法进行临床教学。在带教过程中

对实习生的表现、学习及思维能力等进行评估发现

其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强与实习生的沟

通了解带教老师本身及带教过程中存在的不足。③
实习结束后学生与对照组一样接受mini-CEX评价、
出科考核及教学满意度调查。④总结各类问题，如
设计问题不够巧妙、老师经验欠缺、实习生不配合

等，每次教学循环结束后就存在的问题以座谈会的

形式进行讨论，针对带教老师的问题，通过加强带教

老师教育或改进 PBL教学法，将带教工作带入良性
循环的状态。针对实习生的问题，带教老师应及时

指出并给予指导，并在下一个教学循环中及早进行

引导避免类似问题发生。整个过程充分将PDCA循
环和PBL教学法有机结合，发现不足，及时完善并调
整，促进血液科实习生教学质量的逐步提升。

1.3 评价指标

1.3.1 Mini-CEX评价 随机选取一位新入院的血

液病病人，在取得病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实习生对

病人进行临床诊疗，主要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

疾病诊断及治疗计划等。在此过程中，指导老师依

据mini-CEX量表来评价实习生的临床综合实践能
力［5］。该评估量表包括七个方面，包括职业素养、沟

通交流、组织效率、问诊技巧、体格检查、临床判断

和综合能力；每项总分均为9分，总分63分。
1.3.2 实习生出科考核 临床实习结束后，对所有

实习生进行出科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考核。血液学

理论知识考核，采用闭卷形式考试，试卷为题库中随

机抽取，满分 100分；临床技能考核为随机抽取一项
操作项目进行考核，满分100分。出科总成绩按综合
考核成绩×70%+操作考核成绩×30%进行计算。
1.3.3 实习教学满意度调查 采用匿名方式由实

习生对血液科临床教学的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包

括课程设计合理性、临床教学方式、自我学习兴趣、

理论和操作掌握度、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5个方面，
每项满分10分，总分50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进行两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多组间

比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生mini-CEX测评成绩的比较 试验

组实习生在问诊技巧、体格检查、职业素养、临床判

断、沟通交流、组织效率及综合能力共 7个方面的测
评成绩和min-CEX总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基于 PD‐
CA循环的 PBL教学模式较 PBL相比可显著提高实
习生的临床实践综合能力。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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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t值

P值

人数

40
40

问诊技巧

7.23±0.86
7.70±1.02
2.25
0.027

表1 两组实习生mini-CEX测评成绩的比较（分，/ x̄ ± s）
体格检查 职业素养 临床判断 沟通交流 组织效率

7.25±1.50
7.83±0.96

7.03±1.49
7.80±1.09

7.53±1.11
8.03±1.03

7.55±1.20
8.23±0.89

7.18±1.04
7.85±1.05

2.05
0.044

2.65
0.010

2.09
0.039

2.86
0.005

2.89
0.005

综合能力

7.28±1.32
7.88±1.07
2.24
0.028

Min-CEX总评分
51.03±3.61
55.30±3.23
5.59
<0.001

2.2 两组实习生出科考试成绩的比较 与对照组

相比，试验组在血液学出科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及

考核综合成绩均得到显著提高，两组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实习生出科考试成绩的比较（分，/ x̄ ± s）

出科理论 出科技能 出科考核
组别 人数

知识成绩 操作成绩 综合成绩

对照组 40 77.33±8.52 77.38±7.56 77.34±6.96
试验组 40 82.75±9.18 83.65±8.62 83.02±6.52
t值 2.74 3.46 3.77
P值 0.008 0.001 <0.001

2.3 两组实习生对临床教学满意度的比较 教学

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试验组实习生对课程

设计合理性、临床教学方式、自我学习兴趣、理论和

操作掌握度、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5个方面的满意
度及教学总体满意度均较对照组取得了改善，两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试验组不同周期 PDCA循环实习生各项指标
评分的比较 为进一步明确PDCA循环在试验组中
作用，我们对不同循环周期实习生各项评测指标进

行比较。结果显示，第 1循环周期组与对照组间的
mini-CEX总评分、出科考核综合成绩及教学总体满
意度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第 2~4周期
组的各项指标评分均较第 1周期组显著提高，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与第 1周期组相比，
第 2~4周期组的各项指标评分均随着循环次数的增
多呈现上升趋势，见表4。
3 讨论

血液科是内科学的三级学科之一，是一门专业

性及综合性较强的临床学科。与常见的消化及呼

吸等内科系统疾病不同，血液系统疾病具有临床表

现较为抽象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进展，血液病在诊断及治疗等方面发了巨大的变

表4 试验组不同PDCA循环周期实习生各项指标评分的
比较（分，/ x̄ ± s）

时间 人数
Mini-CEX 出科考核 教学总体

总评分 综合成绩 满意度

第1周期 10 51.00±2.54 75.17±5.23 37.50±1.35
第2周期 10 54.80±1.23 80.48±1.79 39.50±0.53
第3周期 10 57.40±1.43 87.63±1.67 41.00±0.82
第4周期 10 58.00±1.16 88.80±3.78 42.30±1.34
F值 4.85 3.24 3.75
P值 0.006 0.033 0.019

化［6］。鉴于上述学科特点，使得血液学的临床实习

生教学难度较大。临床实习是培养合格医生的必

经阶段，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日后临床工作的质

量。绝大数医学生短期内无法适应临床教学，且从

医学生到临床医师的转变过程较长［1，7］。因此，探索

一种科学、合理、高效的教学模式，并运用于血液科

临床教学过程以提高实习生的教学效果显得尤为

重要。

PBL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实习过程
中以学生为主体，由问题驱动指引其主动性探索，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8］。PBL教学模
式已经被在临床见习生、实习生及住院医师教学中

广泛应用［9］。尽管如此，PBL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
进而影响临床教学的质量，如带教老师经验不足，

教学病例及问题质量不均，实习生配合度不高，课

程理论知识容量小及课外学习负担加重等［10-11］。因

此，有必要将 PBL与其他模式相结合，例如联合
BOPPPS教学模式及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等，通
过联合教学模式有助于做到优化教学并改正教学

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等［12-13］。PDCA循环是
一种简单、高效及实用的质量管理工具，其每循环

一次就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未解决的问题可进入

下一循环再行解决。PDCA循环在教育教学等领域
的应用也取得了明显获益，其在医学教学过程中实

组别 人数

表3 两组实习生对临床教学满意度的比较（分，/ x̄ ± s）
课程设计合理性 临床教学方式 自我学习兴趣 理论和操作掌握度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教学总体满意度

对照组 40 7.68±0.97 7.50±1.18 7.28±1.15 7.15±1.17 7.23±1.33 36.83±1.91
试验组 40 8.25±0.95 8.08±1.14 7.95±0.90 7.88±0.69 7.93±1.02 40.08±2.08
t值 2.67 2.22 2.91 3.39 2.64 7.28
P值 0.009 0.029 0.005 0.001 0.01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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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改善教学效率及质量并促

进教学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及人性化［14-16］。李其

辉等［17］将PDCA循环应用血液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结果发现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应用 PDCA循环
可有助于提高住院医师的考核成绩及教学满意度。

可见，在传统教学模式联合 PDCA循环即取得了较
好的实践效果。为此，本研究在常规 PBL教学模式
的基础上实施 PDCA循环，探索该联合模式在血液
学实习生教学中的实施效果。

在临床教学效果方面，试验组实习生中各项考

核指标的成绩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在教学满意度

方面，试验组实习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较对照组取得

显著改善；在实习生能力方面，试验组实习生在自

我学习兴趣、对理论和操作的掌握度、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方面均得到显著的提升。此外，进一步亚

组分析在试验组持续实施 PDCA循环后，第 2~4周
期实习生的各项指标评分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多均

呈现显著上升趋势。PDCA循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
都会影响最终的循环效果，我们实施过程对不同阶

段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解决［3，18-20］。在计划阶段

中发现部分老师存在经验欠缺，后期通过加强对带

教老师教育及建立健全的教师评价体系，以提高教

师团队的教学能力。在执行阶段中发现有部分老

师的课程及问题设计欠佳、部分实习生不配合或对

教学内容难以接受，循环反馈后要求带教团队进行

课程及问题的优化，使得课程有深度、有广度并贴

切实习生实际情况，同时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注

意引导激活学生兴趣，协助提高学习自觉性，注重

性格内向学生，以最大程度地优化 PBL教学模式。
在检查阶段，基于考核发现血液科教学过程中的难

点，在下一循环前对教学课程及问题进行优化以突

出重要知识点；通过教学满意度评价，对老师教学

质量和学生学习现状进行汇总分析，通过教师与学

生直接对话的座谈会，全面了解教学动态，以及时

调控教学过程并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处理阶段，

根据各阶段的反馈信息决定采取改进措施，将成功

教学方法纳入标准化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继续执

行；同时把得到改正的问题归纳整理备案，防止同

样错误发生；对于未解决的问题，制定新的方案在

下一轮 PDCA循环中实践解决。可见，通过 PDCA
循环的持续改进，使得 PBL教学质量得到保证、并
提高实习生学习兴趣及改善解决问题能力，具有较

强的实践性及实用性。

综上所述，PDCA循环结合 PBL教学模式不仅

有效提高血液科实习生的临床综合能力，而且可显

著改善教学的满意度及教学质量。基于PDCA循环
的教学模式在血液科实习生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

意义，值得在今后的临床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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