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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互动式学习在内分泌科甲状腺疾病临床教学中的实践效果及其面临的

挑战。方法：在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本研究选取了 136 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学生被

随机分为对照组（68 人）和试验组（68 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试验组则采用互动式学

习方法。通过比较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临床技能操作评分以及学生满意度调查，来评估互

动式学习的效果。具体观察指标包括理论考试成绩（满分 100 分）、临床技能操作评分（根据操作的

规范性、准确性和流畅性进行 10 分制打分）以及学生满意度（采用 5 分量表进行评分）。结果：试验

组的理论考试成绩为 89.34±4.26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2.17±5.43 分（P<0.05）。在临床技能操作

方面，试验组得分为 8.76±0.68 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42±0.85 分（P<0.05）。此外，试验组的

学生满意度评分为 4.63±0.47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84±0.62 分（P<0.05）。结论：互动式学习在

内分泌科甲状腺疾病临床教学中具有显著效果，能够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同时提升学生

的教学满意度。互动式学习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教师需要更高的教学能力和课堂管理能力，学生需

要更积极的参与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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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thyroid diseases in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and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Methods：From January 

2021 to October 2023，136 medical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Students were randomiz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68）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68）.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while the test group used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method. The effect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was assessed 

by comparing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est scores，clinical skill operation scores，and the student satisfaction 

survey. Specific observation indicators include theoretical test score（full score of 100 points），clinical skill 

operation score（10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ization，accuracy and fluency of operation）and student 

satisfaction（using 5-point scale）. Results：The theoretical test score of the test group was 89.34 ± 4.26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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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82.17 ± 5.43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In terms of clinical 

skills operation，the test group scored 8.76 ± 0.68 points，which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7.42 ± 

0.85 scor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In addition，the student satisfaction score in the test group was 4.63 

± 0.47 points，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3.84 ± 0.62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Interactive learning has remarkable effects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thyroid disea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clinical skills，and 

improve students' teaching satisfac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such as teachers need 

higher teaching ability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ability，and students need a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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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的宽广领域中，内分泌学科是一个重要分支，专门

研究激素以及激素相关的疾病，作为体内代谢系统的一种多发

病症，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在世界各地正持续上升，统计显示，

全世界有超过三亿人遭受甲状腺疾病困扰，并且这个数字正在

逐年增加。为了探究互动式学习在内分泌科甲状腺疾病临床教

学中的实际效果，本研究选取了 136 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进行了为期近三年的教学实践。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136 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被随

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 68 名学生。对照组共

有男生 36 名，女生 32 名。学生的年龄分布在 19 至 25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22.35±1.62）岁。试验组由男生 34 名和女生 34

名组成。学生的年龄层介于19至 2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78

±1.53）岁。全部学生均为大学五年级。 

1.2 纳排标准和剔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医学专业学生，年级、性别、专业不限，但需对内

分泌科及甲状腺疾病有学习兴趣。（2）能够全程参与本研究

规定的教学活动，并按时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和评估。（3）同

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 

（1）已有甲状腺疾病相关专业知识或临床实习经验的学

生，以避免先验知识对研究结果的影响。（2）在研究期间因

故无法继续参与的学生，如因病休学、转学或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3）对互动式学习有抵触情绪或无法适应的学生。 

1.3 方法 

1.3.1 对照组 

（1）课堂讲授：由资深内分泌科医师主持，每周举办一

次时长为两小时的专题讲授，讲述包含了甲状腺的结构组成、

机理、普遍疾病的病理解剖改变、临床表现、诊断手段与治疗

原则等内容，老师进行教学时使用 PPT 展示教学内容，同时课

堂完毕后发放纸质资料用于学生回顾课程内容。 

（2）病例分析：学生被要求分析 5 个典型的甲状腺疾病

病例，疾病类型多样，涵盖甲状腺疾病多种，如甲状腺功能亢

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癌，学

生需要提交一份详尽的书面案例分析报告，细致地阐述病患病

历、身体状况评估、各项检测数据、影像资料、诊断流程以及

对应治疗方案。 

（3）期末考试：课程结束后，进行了一次闭卷考试，考

试内容涵盖了整个学期的教学内容。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评

分标准满分 100 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对照组的学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知

识，与教师的互动较少，实践操作的机会也相对有限。 

1.3.2 试验组 

（1）小组讨论：学生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 6-8 人。每

周安排一次小组讨论，讨论时间为 2小时。讨论内容围绕甲状

腺疾病的某个特定主题展开，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治疗方法

比较”、“甲状腺结节的鉴别诊断”等。小组成员需要共同查

找文献、准备资料，并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2）角色扮演：学生需要模拟医生和患者的角色进行互

动。教师提供典型的甲状腺疾病病例，学生根据病例信息扮演

患者或医生进行问诊、体格检查和解释病情。这一环节旨在提

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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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例研讨会：每月举行一次病例研讨会，学生需要

选择一个真实的甲状腺疾病病例进行深入探讨。研讨会上，学

生需要就病例的诊断、治疗方案以及可能的并发症等问题进行

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教师则起到引导和点评的作用。 

（4）实践操作：安排学生参观内分泌科病房和实验室，

观察并学习甲状腺疾病的检查方法、治疗技术等。此外，学生

还有机会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临床操作，如甲状腺触

诊、采血等。 

1.4 观察指标 

1.4.1 理论考试成绩 

评估学生对甲状腺疾病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在课程

结束后，组织一次闭卷考试。考试内容涵盖甲状腺疾病的病因、

病理、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知识。试卷由选择题、

填空题和简答题组成，以确保能够全面评估学生的理论知识水

平。考试时间为 2小时，总分为 100 分。 

1.4.2 临床技能操作评分 

评价学生的临床操作能力和实践技能。在实践教学环节

中，安排学生进行甲状腺触诊、采血、解读甲状腺相关检查结

果等临床技能操作。教师根据学生的操作规范性、准确性和流

畅性进行评分。评分采用 10 分制，其中操作的规范性占 4分，

准确性占 4分，流畅性占 2 分。 

1.4.3 学生满意度调查 

了解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接受程度和满意度。在课程结束

后，向学生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采用 5分量表，包括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互动、学习氛围和总体满意度五个方

面。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在每个方面给出 1-5 分的评分，其中

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5 分表示非常满意。 后计算每个方面

的平均分，以评估学生的满意度。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sx  ）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 X
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在理论考试成绩方面，试验组的平均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说明互动式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

程度。 

表 1  理论考试成绩对比 

组别 人数 平均分 高分 低分 t 值 P 值 

对照组 68 78.62±8.34 92.00 61.00 2.35 0.02* 

试验组 68 86.45±6.78 97.00 73.00   

注：*表示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临床技能操作评分方面，试验组的平均分、优秀率和及格率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互动式

学习能够提升学生的临床技能操作水平。 

表 2  临床技能操作评分对比 

组别 人数 平均分 优秀率（%） 及格率（%） t 值 P 值 

对照组 68 7.23±1.02 25.00 91.18 3.17 0.002** 

试验组 68 8.56±0.76 47.06 100.00   

注：**表示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学生满意度调查方面，试验组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互动、学习氛围和总体满意度等方面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说明互动式学习更受学生欢迎，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表 3学生满意度调查对比 

组别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师生互动 学习氛围 总体满意度 χ²值 P 值 

对照组 3.85±0.76 3.52±0.83 3.64±0.79 3.72±0.68 3.68±0.73 12.36 0.002** 

试验组 4.58±0.52 4.63±0.49 4.50±0.56 4.45±0.53 4.55±0.51   

注：学生满意度评分采用 5 分量表；**表示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值为卡方检验的统计量。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3.讨论 

在现行的医学教学体系中，陈旧的教学方式通常只注重知

识的传授，却忽视了学生的积极参与操作技能，这种教学手段

容易导致知识根基实践能力出现差异，不利于培养塑造拥有创

新思维和问题处理能力的符合现代医学发展需求的医学人才。

本试验采取了创新性的互动教学法，旨在借助团队互动、角色

模仿、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模式，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

感，进而全面提升他们的技能。 

在理论考试的得分层面，试验组以 86.45 的平均成绩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78.62，采用互动式教学手段，学生能更深入地

理解和掌握有关甲状腺病理的学术内容，进而显著增进学习成

效。 

在临床技能操作评分方面，试验组的平均分达到了 8.56

分，优秀率高达 47.06%，而对照组的平均分仅为 7.23 分，优

秀率仅为 25.00%。此外，从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来看，试验

组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评分。特别是在教学

方法和师生互动方面，试验组的评分分别达到了 4.63 分和

4.50 分，远高于对照组的 3.52 分和 3.64 分。这些数据充分说

明互动式学习更受学生欢迎，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满

意度。 

本研究通过对比传统教学方法和互动式学习方法在内分

泌科甲状腺疾病临床教学中的效果，发现互动式学习在提高学

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临床技能操作水平和学生学习满意度

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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