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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足外科，作为一门重要的医学专业，主要关注手、足及其相关部位的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随着

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手足外科领域的知识体系日益丰富和复杂，这对临床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

统的教学方式往往以知识传授为主，较难满足学生对复杂概念的理解和应用需求。因此，寻求一种能够

提高教学效果的创新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Xmind思维导图在手足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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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d and foot surgery, as an important medical special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diagnosis, treat-
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diseases of the hands, feet and related parts. With the continuous de-
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the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hand and foot surger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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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and complex,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linical 
teach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re often based on imparting knowledge,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students’ need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complex concept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eek an innovative method that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Xmind mind map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hand and 
foot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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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足外科临床教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各种手术技术和处理手足疾病的

方法。然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强调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和应用。传统的教

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实验室演示、临床实习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理论知识的积累，

但在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临床思维方面存在局限。 
思维导图与传统的直线记录方法完全不同，思维导图以直观形象的图式建立起各概念之间的联系。

思维导图(The Mind Map)，又名心智导图，是表达发散性思维的有效图形思维工具，它简单却又很有效，

同时又非常高效，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工具[1]。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图形化的信息组织方式，能够直观

地表示知识结构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它采用树状结构和分支方式表示信息，有助于学生对复杂知识的整

合、归纳和记忆。以某一个知识点为思维中心，引发出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点，其他知识点又成为另外

的思维中心，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互隶属与相关的层级图表现出来，这种层级图主次分明，逻辑清晰，

有利于构建知识框架和知识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快速分析问题、整理思路、记忆[2]。近年来，思维导图

在医学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在医院的规范化培训中对医学生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临床工

作训练，从而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学人才[3]。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解为主，学员被动接受，属于“填

鸭式”教学，这种模式不能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和主动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教育的要求。近年来出

现了新的教学模式如 “思维导图”，给教学工作带来巨大改变。思维导图教学法作为一种新型的临床教

学方法，可以把枯燥的知识点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层次分明的知识架构图，有利于把握知识体系[4]-[10]。
Xmind 是一款具有易用性和高效性的思维导图软件，可支持多种平台，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本

研究以 Xmind 思维导图为工具，探讨其在手足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将参与手足外科临床教学的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

组使用 Xmind 思维导图辅助教学，对照组则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研究期间，实验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

极应用思维导图进行知识整合与归纳，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概念。为了确保研究的公正性和有效

性，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在实验开始前接受统一的培训和指导，以确保他们对所使用的教学方法有清

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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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共持续 12 周，期间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进行定期的评估，以了解他们在手足外科知识掌握、

临床技能和综合素质方面的进步。评估方法包括理论知识测试、实际操作评估、临床思维能力测试等。 

3.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手足外科知识的掌握程度、临床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方面均优于对照

组。具体表现如下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评估结果比较 

项目 实验组平均分 对照组平均分 统计学意义 

理论知识测试 86.5 78.2 P < 0.05 

实际操作评估 92.3 84.1 P < 0.05 

临床思维能力测试 89.7 81.4 P < 0.05 
 
通过试验结果对比，进行以下分析： 

3.1. 知识掌握程度 

实验组学生在理论知识测试中的平均分数高于对照组(86.5 分 vs 78.2 分，P < 0.05)，说明 Xmind 思

维导图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手足外科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3.2. 临床技能水平 

实验组学生在实际操作评估中的表现明显优于对照组(92.3 分 vs 84.1 分，P < 0.05)，表明 Xmind 思

维导图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手足外科操作技能。 

3.3. 综合素质 

实验组学生在临床思维能力测试中的得分较高(89.7 分 vs 81.4 分，P < 0.05)，说明 Xmind 思维导图

能够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有助于培养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医学人才。 

4. 讨论 

Xmind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工具，通过将复杂的概念进行分层、分类和逻辑关联，能够帮

助学生形成更为清晰的知识体系。此外，思维导图的运用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思考，提高他们

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一致，进一步证实了 Xmind 思维导图在医学教育

领域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Xmind 思维导图在手足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

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形成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灵活

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也要关注实践技能的培养。此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他们培养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和自主学习等综合能力，以适应未来医学领域

的发展和挑战。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 Xmind 思维导图在手足外科临床教学中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果和临床技能水平。因此，有必要将其推广应用于手足外科及其他医学领域的教学中，以提升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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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和效果。 

6. 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 Xmind 思维导图在其他医学专业和不同层次学生中的应用效果，以期找到

最佳的教学策略。此外，可以研究如何将 Xmind 思维导图与其他教学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相
结合，为医学教育带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在实践应用中，教育部门和医学院校可以考虑将 Xmind 思维导图纳入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鼓励和

支持教师运用该工具开展教学活动。此外，可以举办培训班和讲座，帮助教师和学生熟练掌握 Xmind 思

维导图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以提高教学效果。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虽然 Xmind 思维导图在医学教育领域具有显著优势，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例如，部分学生可能需要一定时间适应该工具的使用；过度依赖思维导图可能导致学生忽视其他重

要的学习方法。因此，在推广应用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积极寻求克服和

改进的方法。 
通过本研究，我们得出结论：在手足外科临床教学中，Xmind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

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和临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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