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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互动式教学在《全科医学概论》课程中的效果。方法：将长治医学院2021级100名全科医学

本科生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进行教学观察。观察组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对

照组采用常规授课方式。比较两组学生考核成绩、基本理论及知识掌握情况以及学生的职业意愿和职业

信念。结果：观察组《全科医学概论》理论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对教学效果的

评价优于对照组。调查问卷中，观察组在职业意愿和职业信念方面优于对照组。以上结果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结论：互动式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学习《全科医学概论》，可以提高医学本科

生对全科医学及从事全科医生岗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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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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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Medicin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general medicine from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in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for teaching observ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s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s con-
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assessment scores, basic theories and knowledge mastery, as 
well as the career aspirations and beliefs of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exam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udents i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Practice Med-
icin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udents had a better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the knowledge mastery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Medicine (P < 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career 
intention and belief,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terac-
tive teaching methods are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lear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Practice Medicine 
better, and can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being a general pract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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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学领域的发展，我国基层社区医疗力量不足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国家对全科医学的教育方

面也愈加重视[1]。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设《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是医学生认识全科医学和奠定全科医疗思

维的首门基础课程，是培养医学生具有全科医学临床诊断思维的有效方式和途径。虽然各个医学院均对

全科医学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但全科医学教育的素质状况仍存在一定的

问题，一方面是全科医学教育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多数教师不具备临床经验，对学生难以实施针对性

的指导；另一方面全科医学的教育模式相对单调，学生缺乏积极性，没有学习动力，说明目前的教学方

式还有待改善[2]。因此，探索一种新型的全科医学教育模式，对全科医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互动式教学是指通过科学的系统论调动教师及学生的积极性，根据教学内容及任务，综合利用多种

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果[3]。 
结合我院《全科医学概论》的实际教、授情况，本研究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

法进行对比，旨在探索一种更高效的全科医学教学模式。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长治医学院 2021 级 100 名全科医学本科生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进行教学观察。观察组：男生 19 名、女生 31 名，年龄 21~24 岁，平均年龄(22.30 ± 0.36)岁；对照

组：男生 21 名、女生 29 名，年龄 21~24 岁，平均年龄(23.05 ± 0.24)岁；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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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注：所有学生均为在校生，自愿参与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排除中途因个人原因退出研究、不同意参与研究等。 

2.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教师在课堂上借助 PPT、激光笔等教具进行理论授课。观察组采用互动式教

学，融入以 PBL 教学法和 RICE 问诊模式[4]；具体方法如下：合理配置教师队伍，选择临床经验丰富的

教师。教学前合理组织课堂环节，重视开头与结尾。通过巧妙的提问引起学生注意力，以小结或分组讨

论的方式结尾，使知识点贯穿整个教学流程。授课时明确教学重点，合理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以思想、

方法为主，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调动学生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提高其知识掌握能力及运用能力。重

视课堂反馈环节，了解学生的进度，及时对教学进行调整，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同时在讲授中加入高校

思政课程，讲授全科医学的重要性，观看全科医生服务基层的视频，弘扬时代主旋律。 

2.3. 观察指标 

1) 两组学生教学后考核成绩 
采用闭卷考试方式，两组学生同时进行，考核内容参照《全科医学概论》，考题分为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简答题、病例分析题，满分 100 分，考试结束后由课题组成员统一阅卷。 
2) 两组学生基本理论及知识掌握情况的自我评价 
就《全科医学概论》中基本理论及知识掌握情况通过问卷表对两组学生进行调查，调查表项目包括

全科医学基础理论、社区卫生基础理论知识、人文服务能力、家庭服务能力、社区服务能力、预防能力、

妇幼及老年保健能力、沟通能力、建档能力及常见慢性病及社区急症的全科处理能力等。 
3) 学生职业意愿及信念 
采用问卷形式对两组学生进行调查，从职业兴趣、职业信念、职业规划三个角度进行评价。调查表

项目包括全科医生的职业前景及从事全科医生的兴趣等。 

2.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若 P < 0.05，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学生教学后考核成绩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学生考试成绩，无论是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还是案例分析题成绩均明显

升高，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exam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表 1. 两组学生理论考试成绩对比( X S± ，分) 

组别 例数 单选题 多选题 简答题 案例分析题 

对照组 50 30.08 ± 0.81 13.00 ± 0.51 12.50 ± 0.52 12.02 ± 0.52 

观察组 50 33.60 ± 0.57 14.28 ± 0.38 14.26 ± 0.38 13.84 ± 0.37 

t 值  −3.551 −2.026 −2.736 −2.849 

P 值  0.01 0.045 0.007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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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学生基本理论及知识掌握情况问卷调查结果 

发放 100 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98 份。观察组学生在对全科医学、全科医生的了解，具体的健

康评价、健康评估，全科临床思维方式的掌握等方面的自我肯定人数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questionnaires result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表 2. 两组学生调查问卷结果 

项目 

是 

χ2 P 值 观察组 对照组 

(n = 50) (n = 48) 

更加了解全科医学及全科医生 48 45 0.256 0.674 

更加知晓全科医学基本理念和原则 49 33 15.338 0.000 

能将全科人文关怀用到临床上 50 42 6.658 0.012 

掌握了家庭评估的具体方法 50 43 5.488 0.025 

可以独立进行健康评价及健康评估 45 30 10.311 0.002 

能够运用全科临床思维方法进行问诊 43 28 9.391 0.003 

对高血压疾病的处理有信心 41 20 16.953 0.000 

能够很好的处理冠心病 20 11 3.544 0.083 

充分了解脑卒中的全科医学处理 19 10 3.464 0.078 

能够管理好糖尿病患者 35 20 7.984 0.008 

是否学会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全科医学处理 30 15 8.151 0.005 

能够处理好社区常见急症 32 18 6.882 0.015 

是否知晓恶性肿瘤人群的全科处理 41 38 0.126 0.801 

能够对重点人群进行全科医疗服务 48 39 5.347 0.026 

3.3. 两组学生职业意愿及信念 

发放调查问卷 1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0 份。观察组学生中希望成为全科医生、相信全科医生有良

好发展前景及相信自己能胜任全科医生角色的人数比例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career aspirations and belief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表 3. 两组学生职业意愿及信念 

项目 

是 

χ2 P 值 观察组 对照组 

(n = 50) (n = 50) 

热爱全科医学并非常希望成为全科医生 50 44 3.383 0.027 

相信自己能成为胜任全科医生的角色 49 42 5.983 0.031 

相信全科医生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50 43 5.488 0.025 

是否有全科医生的职业光荣感 50 44 6.383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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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从广义上来看，全科医学不仅包括临床医学的内容，还包括管理、预防、康复等各个领域，属于一

门综合性学科；从狭义上来看，全科医学主要包括社区医学、家庭护理等方面[5]。目前我国全科医学教

育主要包括在校医学生教育、毕业后教育、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继续教育[6]。其中在校医学生教育是培

养全科医学人才的主要途径，直接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对我国全科医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

意义。 
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讲大课”为主，虽然配合 PPT、激光笔等教具，融合了动画及案例，但是

与学生没有交流或者交流很少，“填鸭式”的输出，学生没有主动思考，教师不知道学生们的疑问和薄

弱之处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授课知识真正掌握了多少，没有激起学生们对全科医学的兴趣与热爱。 
PBL 教学法的优点是以学生为主导，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析讨论，在此环节每名学生对自己负责的

任务进行归纳、整理，在小组讨论时将各自信息进行讨论、交流和补充，组长对上述任务进行归纳、总

结，整理出相对完整、全面的方案，完成书面报告[7]。PBL 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自主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促进学生对某一知识的深度学习。学生在查找知识的过程中对自

己感兴趣的部分会有意识地关注，同时对该病历的诊治经过、临床思维及心得体会进行总结分析，实现

了对相关知识的深度了解。互动式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授课教师指导和适时引导学生们围绕某一病例或

专题进行讨论的学习过程，因此，学生的主动性就被充分的调动起来了。教师在互动过程中也能够更加

明确学生在知识点的薄弱处，可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讲解。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学生采用了 PBL 教学法，其《全科医学概论》闭卷考试成绩，在单选题、多选

题、简答题及案例分析题四部分均明显提高(P 均 < 0.05)，说明互动式教学有助于学生们掌握全科医学的

特点及全科医学角度的疾病处理，提高医学生《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成绩。 
同时，情景教学模式利用全科医学教学活动中资源，激发全科医生学习的能动性及感知力，是以培

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全新教学理念。全科医生独有的 RICE 问诊模式较为简单、实用[8]。RICE 即

R-reason，I-idea、C-concerns，E-expectations 的首字母缩写。RICE 问诊模式要求全科医生在有限的门诊

过程中首先应了解患者就诊的原因(R-reason 患者今天为什么来？)，并且需要知道患者对疾病的看法

(I-idea 患者自己认为是出了什么问题？)，存在什么担心(C-concerns 病人忧虑什么？)及其对就诊结果的

期望(E-expectations 患者认为医生可以帮助他做些什么？)。全科医疗特点要求教师们对全科医师培训时

需密切注意“专”与“全”的结合，兼顾专科的“精”和全科的“广”[9]。此外，全科医生应用 RICE
问诊模式可以更好的评估可能导致患者身体不适的心理社会因素，给予患者心理疏导。 

因此，本研究在讲授《全科医学概论》课程中我们同时融入了 RICE 问诊模式，由教师选择典型病

例，课堂上同学们进行情景再现和角色扮演，并按照 RICE 问诊方法进行病史采集，结束后教师及其他

同学进行病例分析和及时反馈。期末理论考核中，观察组的各部分试题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P 均 < 0.05)。 
另一方面，问卷调查可以从学生们的角度进一步评估互动式教学法的效果。在对两组学生基本理论

及知识掌握情况的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对于全科理念、原则及慢病及社区常见急症的理论

的掌握度更好，信心更强，说明学生们不仅理论成绩有提高，而且对于实际操作也有信心，更加相信自

己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互动式教学法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从岗位胜任力角度讲，说明观察组学生更

具备快速上岗的能力。 
当前，有一部分全科医生存在违约或者服务期满之后放弃基层工作的现象，说明部分全科医生对自

己的职责认识不到位，且对全科医学的前景不看好。因此，应将教育的节点提前到大学期间，思政相关

教学可以使学生们更好的体会到全科医生扎根基层的光荣与神圣，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多基层真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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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住，用得上”的全科医生。在职业意愿及职业及信念的调查问卷中，观察组学生成为全科医生的意愿

更强烈，较对照组更相信全科医学及全科医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互动式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们的兴趣，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学生们对《全科医学概论》

课程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学生们更愿意成为全科医生并相信全科医学良好的发展前景，因此，这一教

学法值得推广临床教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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