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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构建临床见习课程的线上教学模式，完善我国临床医学线上见习教学体系，本研究基

于“3P”模型，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评价3个教学环节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线上临床见习模式，并

将其应用于《内科学》临床教学实践中。结果表明，学生满意度高、教学效果良好，该研究为临床医学线

上见习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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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 of clinical clerkship course and improve the

online clerkship teaching system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China, based on the "3P" model, a complete set of

online clinical clerkship mode has been constructed from three links of teaching, pre- class prepa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fter-class evaluation, and applied to clinical teaching practice of Internal Medicine.

The practice suggests that stu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good,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reform of online clerkship teaching of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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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教学。它依靠各

类网络平台，通过在线直播或者录播的方式进行授

课，教师和学生可以在任意时间、地点进行授课和

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1]。因此，近年来国内

外教育学者就“线上教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及实

践。王蓉等[2]将在线平台应用于基础护理学的教学

中，提出在线教学平台能实现在线互动，客观地考

核学生学习效果，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教学效

果。曾育杰等[3]对医学实习生在线开展临床技能培

训，指出线上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

临床医学见习课程是一门操作性强、实践度高

的课程。通过线上教学模式开展临床见习课程，对

课程组织者、教学环境、授课教师、学生都有一定要

求。然而，既往研究中关于如何开展临床医学见习

课程线上教学的研究和讨论较为少见。因此，本文

以临床见习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构建该课程的线

上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从而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达到学生学习质量提高的总

体要求。

·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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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P教学模型

3P 教学模型基于建构主义观点，把教学按时间

节点可以分为前提（presage）、过程（process）和结果

（product）3个阶段。该模型由Dunkin和 Biddle[4]于

1974 年首先提出，之后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约

翰·比格斯（Biggs）又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解

逐渐成熟[5]。比格斯认为，学习是一个由前提、过程

与结果组成的不断螺旋上升的循环，前一段时间的

学习结果，构成下一阶段的学习前提。其核心就是

“以学生为中心，为学而教”，通过围绕学生学习这

条主线，为学生创造和维护积极有效的学习环境，

从而构建促进学生学习质量提高的学习闭环[6]。

2 基于“3P”模型的临床见习课程线上教学

2.1 教学模式构建

根据“3P”模型的基本理论以及疫情期间网络

见习教学活动的特点和发生的时间顺序，本研究构

建的教学模式将线上见习教学活动从纵向分为课

前准备阶段（前提）、课堂教学（过程）和课后评价

（结果）3个阶段，横向划分为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

两个部分[7]（图1）。
2.2 教学模式实践

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于 2020年

春季学期开设的必修课《内科学》中“原发性高血

压”疾病为例，阐述基于 3P理论下的见习授课设

计。按本校教学大纲要求，《内科学》中“原发性高

血压”为7个学时，包括理论4学时和见习3学时。

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思路为：采用基于BB平台

的录播课程与钉钉平台的直播课程相结合的方式。

课前：内科教研室重新梳理《内科学》教学大

纲，修改《内科学》在线教学课程表，修改《内科学》

中学生见习授课的评价表，加大见习授课学生形成

性评价的内容。授课教师将修改后的《内科学》教

学大纲、教学重点及“原发性高血压”疾病的理论授

课 4学时的音频文件上传至 BB平台的学习资源

中。由于学生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通过这种网络学

习方式进行学习，很多学生对学习流程不熟悉。为

帮助学生了解学习流程和知识间的关联，首先在BB
平台中设计每章的导学模块，以流程图方式直观展

现出每章的学习流程和学习方法。学生可在正式

上课的前一天查看，使其提前了解学习内容。

课中：见习授课时利用“钉钉”软件直播授课。

授课教师先将“原发性高血压”疾病的理论知识进

行简单回顾，包括高血压的概述、原发性高血压与

继发性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病的分级、危险分层

及高血压所致靶器官的损害及高血压病的诊断、鉴

别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再结合“高血压”的病例锻

炼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具体步骤为：①问诊。教

师扮演标准化病人，让 1名学生与教师进行“钉钉”

连麦。该学生主要问诊，其他学生补充。学生问诊

结束后，教师讲解问诊中的要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然后给出病史资料，让学生提炼病史要点。②体格

检查。让学生提出最应进行的体格检查及原因，随

后告知体格检查资料，让学生提炼要点，尤其是让

学生口述与“高血压”疾病相关的体格检查要点。③辅

助检查。继续让学生提出需要完善的辅助检查以

及原因，随后给出辅助检查结果，并引导学生解

读。④总结病例特点。1名学生总结后，其他学生

提建议，教师点评并总结。⑤诊断与鉴别诊断。这

图1 基于“3P”模型的线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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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训练临床思维非常重要的部分，指出与“高血压”

疾病相关的鉴别诊断，此过程中常常需要跟学生进

一步复习一些与疾病有关的理论知识，引导其掌握

相应的临床知识。⑥进一步诊疗计划。引导学生探

讨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计划，以及高血压的预后等。

课后：课后评价主要包括 3项内容。①学习效

果测评。教师在规定的教学时间结束后结合“高血

压”疾病，通过钉钉课堂或BB平台布置随堂作业，以

检验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并设立课后作业完成截

止时间。学生在课后认真复习课上所学知识，按时

完成并提交作业。教师根据学生作业情况检验其

学习效果，并督促学生完成作业和复习。②教学效

果评价。学生在钉钉师生群进行交流讨论，并提交

教学反馈表以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效果。③教学质

量督导。教育处邀请教学督导专家远程线上督导，

课后及时对教师教学点评、打分，有助于教师更好

地提高教学质量。

2.3 教学效果分析

通过学生问卷调查、学生作业反馈和教学督导

专家意见相结合的方式来检验教学效果。

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基

本信息以及在线学习所使用的网络设备和环境；第

二部分主要针对线上见习课程的满意度，包括课程

设计、教学安排、教学过程是否具有吸引力、学生对

教学手段的满意程度、学生对线上作业的完成情

况、教师的授课态度等问题。问卷采用Likert 5级量

表设计，不满意 1分、较不满意 2分、一般满意 3分、

较满意4分、满意5分。研究对2017级3个班共101
名学生发放问卷 101份，删除答题时间较短以及多

个问题选择同一答案等无效问卷，最终纳入分析

的问卷有 87分，有效率 86.14%。经检验本问卷的

KMO 值为 0.880，P<0.05，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因

子分析发现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8.82%，因此问卷具

有较好的效度。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问卷总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因此具有良好的信度。

通过学生基本信息分析看：66.67%（58/87）的学

生用电脑学习；12.64%（11/87）的学生用手机学习；

20.69%（18/87）的学生用平板电脑学习。82.76%（72/87）
的学生所处的网络环境通畅，为线上学习提供了较

好的学习条件。从表 1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线

上见习的满意度整体较高，均值基本都在 4.0分以

上，说明该教学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欢迎。其中教

师的教学态度（4.47±0.66）分，以及能够及时回答

学生提出的问题（4.57±0.60）分，这两个方面得分

较高。这说明教师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投入了大量

的精力，并没有因为不是现场教学而对教学的要求

有所放松。但是学生对于线上学习是否能够获得

和线下一样的教学效果（3.36±1.03）分，以及在线上

完成作业方面（3.49±0.86）分，均值不高且整体评价

的差异性较大。这说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

学生对该教学方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而标

准差波动较大的原因，可能是学生平时对于网络教

学的认识程度以及学生本人的信息素养不同，因此

会对新的教学方式有不同的看法。

在作业反馈方面，教师在课后通过自测题检测

学生对本节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学生作业的正确

率在80分以上，说明学生基本都能熟练掌握本节课

程的知识要点。此外，为了更好地督促和检验该课

程的教学，学校还派出 3名专家对该课程的教学情

况进行督导和评分。督导专家主要从教师的教学

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

评价。通过多次在线听课，3名专家一致认为教师

通过线上授课方式较好地展示了见习授课内容，并

利用启发式教学方式与学生互动良好，较好地培养

表1 学生对线上见习教学的评价[n=87，（x±s），分]

学生评价维度

您对本见习线上课程的综合评价

您认为本见习线上课程设计科学合理

您认为见习教学过程安排紧凑，授课节奏合理

您认为见习教学过程具有吸引力，能够激发学习兴趣

您通过线上见习，对本课程教学目标明确，重点、难点清晰

您对本见习课程线上教学手段选择的满意程度

您对教师布置的网络课程作业完成程度

你认为通过见习线上学习是否能获得与线下学习一样的效果

授课教师态度认真、言论得体、有魅力

授课教师对问题及时反馈，在线答疑

教学平台运行顺畅

满意度得分

4.17±0.69

4.13±0.73

4.16±0.75

4.07±0.80

4.09±0.83

4.07±0.74

3.49±0.86

3.36±1.03

4.47±0.66

4.57±0.60

4.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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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但是也有督导专家认为

“教师端设备的稳定性和摄像头的清晰度会影响教

学效果”，以及“线上教学缺乏动手实践的过程”等

是该课程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

3 讨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

具有复杂性、枯燥性及实践性知识体系的医学教育

带来了新的改革和发展契机[8]。线上教学的优势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首先，线上教学可以利

用现有的网络教学资源或者使用录播、实时直播等

工具及时快速实现学生居家学习的要求。其次，线

上教学将整个学习过程搬到线上，拓展了教学时

空，实现了“教”与“学”的完全网络化。教师可以随

时随地利用网络教学平台选择与自己教学计划内

容相近的现有课程分享给学生，或者通过录制或直

播专门的课程给学生学习。再次，线上教学改变了

教学资料、授课过程以及师生交流互动等课程相关

信息的存储形式，延长了存储的长久性和完整性。

学生可以随时回看和复习课程内容，教师也因此减

少重复性讲授带来的压力与疲惫感，将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投入到深层次的教学改革研究中，实现了特

殊时期教学方式的变革。

本研究基于“3P”模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线上

临床见习教学，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和系统功能，从

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评价 3个部分形成了教

学闭环。经过本次内科见习教学的实践情况和学

生课后评价反馈，显示本教学效果良好，学生总体

综合满意度较高。课前将线上见习授课中录播的

理论知识点上传至BB平台，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

安排自学，对于不懂的知识点学生可以反复观看，

有利于难点、重点内容的掌握。直播课堂上，教师

讲解难点和重点，在“实践操作”部分，教师依托仿

真模拟设备或标准化病人亲手操作，使学生能身临

其境地学习体会；并且这些线上操作通过后台系统

保存，课后学生可以反复观看、模仿，避免了由于线

下小组人数太多造成遮挡的弊端。另外，教师在见

习授课时将病例“引入”课堂，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案

例式教学，通过问诊、体格检查、辅助检查、总结病例

特点、诊断与鉴别诊断及进一步诊疗计划的模式，锻

炼了学生的临床思维，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然而，医学专业学习需要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

的有机结合，完全的线上教学终究不能取代床旁教

学，只能作为床旁教学的补充。本次研究中，多数

学生也认为网络学习无法获得和线下学习一样的

效果，且通过完成网络课程作业并不能得到很好的

知识巩固和练习。由此建议临床医学见习授课应

采用线上与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10]。一方面，对于

理论知识可以采用录播的形式供学生反复学习，同

时给学生介绍一些课程相关网站（高校精品课程、

慕课等）、常用的数据库及参考书目（国家规划教

材、试题）等，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组织学生针对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线上讨论、小测、分组汇报

等，以此督促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在线下采用

小班讨论和实践操作形式，并定期组织现场汇报展

示，学生互为评价，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全方位

地促进知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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