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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品管圈活动在诊断学实验教学的应用，为诊断学实验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方

法：随机挑选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8个班级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达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4个班级，196~200名。在诊断学实验教学中实验采取品管圈活动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

教学模式。比较两组实验操作成绩和理论考核成绩，对教学效果进行多项问卷调查及满意度调查。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品管圈教学活动实验操作成绩及理论成绩都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学生对多

项教学效果的认可程度、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品管圈教学模式与传

统教学模式相比能显著提高诊断学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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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in diagnos-
tic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diagnostic experi-
mental teaching. Methods: Eight classes of 2019 clinical medicine undergraduat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random number expression method was divided into ex-
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 classes and 196~20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diagnostic scienc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s the teaching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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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ontrol circle activities,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was adopted by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results and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and satisfaction surveys were conducted on the teach-
ing effec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nd theoretical 
scores of the quality control circle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multiple teaching effect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teaching 
mode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diagnostic experi-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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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诊断学是连接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一门桥梁课程[1]，在整个临床教学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诊断学实验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临床技能，临床思维能力，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巩

固，如何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是诊断学教学一直探讨的问题[2]。为了提

高学生的自力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创新教学模式，本课题组探讨引用品管圈活动。通过检体诊

断学教学改革，引入品管圈活动，使诊断学实验教学标准化；建立各种兴趣小组，使同学们热爱诊断学技

能操作，进一步提升诊断学成绩，为他年执业医师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为以后的临床实践添砖加瓦。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8 月在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19 级学生为授课对象共 396 人，

采用计算机随机分配原则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 个班级，196~200 例，年龄 19~22 岁(均数 ± 标准差

岁)，均采用品管圈机制教学方法；对照组年龄 19~22 岁(均数 ± 标准差岁)，均采用常规的教学模式。两

组学生在性别、年龄比较上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方法 

两组学生所学习的诊断学实验教学体格检查部分教学内容由相同的授课教师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展开

教学。对照组学生采用经典教学模式：实验组学生采用品管圈活动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学生完成相关知

识的测试，如实验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核等，同时进行多项目的问卷调查及满意度调查并给与评分。 

2.2.1. 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的诊断学实验教学是教师首先对体格检查的操作过程进行讲解，然后进行操作示范或者观摩录

像，学生观看后互相查体练习，因为针对的都是健康人群，很多的学生对练习失去兴趣，在观摩结束后

象征性的操作一遍，并没有进行反复的练习，学习被动，积极性差，导致最终的操作技术水平一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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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不合格。 

2.2.2. 品管圈机制教学模式 
品管圈(英文简称 QCC)：由同一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地结成数人一圈的小团体(又称 QC 小组)，

然后全体合作，活用品管的手法，发掘工作现场所发生的问题，并自力自主地加以解决的活动。而诊断学实

验教学就是利用这种机制进行教学改革。以班级为教学单位，先由学习委员对班级同学进行分组，再选一个

小组长(推荐由班级一个班委担任)，组员 7~8 人，由老师组织授课，后自主进行观摩录像或者到医院见习(学
校见习医院)，再组织团体合作进行反复练习，既要了解品管圈的流程，同时更要注重知识的理解和吸收。 

2.3. 教学效果评价指标 

采用诊断学实验考核成绩和诊断学理论考核成绩综合考查，以及进行问卷调查和满意度调查。教学

满意度：(每组满意 + 基本满意学生数)/每组学生总人数*100。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P < 0.05 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实验成绩分析 

实验组的学生操作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学生理论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
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cores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s in diagnosis teaching 
表 1. 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的实验成绩与理论成绩对照表 

 人数(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t P 值 

诊断学实验成绩 
实验组 198 82.04 10.55 0.7500 

2.469 0.014 
对照组 200 79.53 9.7 0.6860 

诊断学理论成绩 
实验组 198 75.98 9.5 0.6750 

8.416 0.000 
对照组 200 67.53 10.52 0.7442 

 

3.2. 教学效果的主观性评价及满意调查评估 

实验组学生对多项教学效果的认可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Table 2. Student questionnair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control circle in the teaching of diagnostics 
表 2. 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的影响因素学生问卷调查表 

 项目 等级 实验组(198 例) 对照组(196 例) Z 值 P 值 

1 你认为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课程 
对你的学习是否有帮助？ 

很有帮助 58 37 

−2.603 0.009 
有帮助 102 107 

不太有帮助 28 36 

没有帮助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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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 在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课程中， 
你的应用能力是否有得到提高？ 

很大提高 47 33 

−2.059 0.039 
有提高 80 77 

有一点提高 55 62 

没有提高 16 24 

3 在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课程中， 
你的团队协作能力是否得到提高？ 

很大提高 47 30 

−2.312 0.021 
有提高 86 82 

有一点提高 49 67 

没有提高 16 17 

4 
你认为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课程的 
开展是否加深了你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 

加深程度大 39 32 

−2.022 0.043 
有加深 99 83 

有一点加深 40 55 

没有加深 20 26 

5 你觉得自己在品管圈在诊断学课程中 
是否收获到知识和技能？ 

收获很多 37 29 

−2.001 0.045 
有收获 96 86 

有一些收获 50 54 

没有收获 15 27 

6 你觉得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品管圈 
在诊断学教学是否有必要开展？ 

非常有必要 48 37 

−2.148 0.032 

有必要 91 80 

不是很有必要 48 64 

不必要 11 15 

不重视 9 12 

7 
对老师的品管圈在诊断学教学方式 
是否满意及对你所接触过的品管圈 
在诊断学教学课程的满意度调查 

非常满意 52 38 

−2.171 0.030 
比较满意 109 101 

不太满意 27 37 

不满意 10 15 

4. 讨论 

4.1. 传统教学模式呈现出的缺陷及其影响 

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带教老师讲解相对抽象，示教环节没有阳性体征，在自主练习过程中，依靠学生

自己自觉，然而自觉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没有实验对象，模特不配合，积极性无法调动起来，甚至出

现没有模特的现象，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师生互动较少。同时学生的学习机械、被动，积极性不高[3]。
导致教学效果一般，学生实验操作考核成绩一般，理论考核成绩一般。 

4.2. 品管圈活动在诊断学实验教学中的优势及取得的效果 

而品管圈减少了教学的盲目性及随意性，保证了教学模式的严谨、科学，充分以学生为主体对象，

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4]。品管圈教学是充分发扬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群策群力激发

学生思维，激发潜在脑力，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能获取成就感、参与感及对自己成果的满意感，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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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学习的意义[5]。品管圈教学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持续性护理改善方案，在护理实践和教学中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有利于护生的合作与共同探索，保持独立思考，又能解决相关问题，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降低了教学盲目性、随意性，保证了教学模式规范性、系统性[6] [7] [8]。 
品管圈活动提高了学生深度思考，组织想法，团队讨论分析及整合信息的能力[9]。在实施过程中，

促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查找资料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学会分享知识，合理分工，在磨合中解

决有争议的问题，培养团队之间的默契[9]。 
本次品管圈活动，对诊断学理论学习的提升，以及应用能力团队合作，对收获知识和技能的提升，

学生们都高度认可，满意程度高。希望在其他教学中能逐步开展，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将理论与临床实

践结合起来。在该活动中，学生诊断学操作技能逐步迈向成熟，沟通畅通，参与度高，团队协作精神得

到充分体现。也为改善提升教学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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