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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和验证住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68位住培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选择的志愿随机分为研究组(分层教学)34人和对照组(传统教学)34人,

两组学生的年龄、性别等基本情况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结果：通过对比两组学生在学习兴趣、探

索能力、重点突出、难点透彻、课堂氛围等方面的教学认可度,结果显示研究组学生的教学认可度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通过对比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和操作实践考核成

绩,研究组学生的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住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

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教学认可度和考核成绩,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值得进一步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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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practice of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 of surgery for resident train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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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and verify the design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 of surgery for resident trainees. Methods 68 resident stud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esearch group (hierarchical teach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voluntee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such as age and gender, which was comparable. Results by comparing the 

teaching recogni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in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interest, exploration ability, 

prominent points, thorough difficulties and classroom atmosphe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aching 

recogni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by comparing 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nd operation 

practice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 of surgery for resident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udents' teaching 

recognition and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Zhu Peisheng; Hierarchical teaching of surgery; Teaching effect; Assessment results;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引言 

住培生教育是中国医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阶段,

对于学生医学思维的培养、临床技能的训练、教师资源的合理

利用等诸多问题需要得到恰当的处理。在以往的住培生教学中,

广泛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良好的辅导和训练能确保住培

生在将来能处理各种临床护理工作。然而,这种教学方式由于缺

乏灵活性与针对性,难以满足住培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要,因

此需要探索更具教学效率的新兴教学模式。外科医学作为一门

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对住培生具有更高的训练要求。因此,开展

住培生外科教学模式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分层教

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可能对住培生外科的教学效果产生

积极的影响。该模式以其对学生全面、系统的训练和调试,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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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培生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度的进步,而且可以在实践中避

免出现重大的误诊。鉴于此,本研究设计了一种住培生外科分层

教学模式,并在我院的68位住培生中进行了实践。首先,通过随

机分组,将这68位住培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新设

计的分层教学模式,对照组则采用传统教学模式。通过比较两组

学生在理论考核和操作实践考核成绩的差异,以及两组学生对

学习兴趣、探索能力、难点透彻等方面的教学认可度,旨在探讨

和验证住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效果,具体内容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研究中,选择了我院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接受培

训的68名外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通过随机分配的方

式被分为两组,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4人。研究组包含19名

女性和15名男性学员,年龄分布在22至2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4.81±2.36岁。对照组包含20名女性和14名男性学员,年龄分

布在23至2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4.95±2.47岁。对这两组学生

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结果显示在性别分布、学生数量和

年龄平均数方面两组间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实验前

两组学生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为后续教学模式的对比研究提供

了均衡的基础。 

在实验之初,所有参与者都已经得到了各自所在教育机构

的授权。学生均已被告知参与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预期

的可能收益,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学生数据收集和分析均

严格遵循了相关伦理准则,并已获得了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以上就是本次研究所涉及学生的一般资料,确保了进一步

分析和研究的严谨性和公正性。期待通过此次研究,能够对住培

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有效

的实践指导。 

1.2方法 

在此研究中,采用两组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即研究组和对照

组,每组学生的数量均为34人。对照组的学生采取传统的外科教

育模式,包括理论教学和固定的实践操作,而研究组的学生则采

取新式的分层教学模式。具体分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应用如下：

针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力进行深入评估,根据学生的能力和

兴趣,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地分层和细化,并设计相应的教学方

案进行实施。为提高教学效果,也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学生

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实施后,进行了详尽的评估。对于学习效果的评估,参照实

践操作和理论知识两个方面来审核。理论知识考核成绩由专业

教师根据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进行评价；操作实践考核则是通

过观看和评价学生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的表现来评分。教学认

可度的评价则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能力、重点突出能

力、难点透彻能力以及课堂氛围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价。 

在统计学分析中,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个独立组之间

的差异,考虑的信心区间是95%,P值小于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在后续的数据分析中,所有数据均以±s表达,表示平均值

和标准差。 

在这个研究设计的过程中,期望能通过分层教学模式,更好

地帮助学生掌握和理解专业知识,并提升他们的实践和探索能

力,最终验证分层教学模式在外科教育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1.3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评价指标与判定标准是通过对两组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

能力,重点突出,难点透彻,课堂氛围,理论考核,操作实践考核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学习兴趣,探索能力,重点突出,难点透彻,

课堂氛围等指标均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在接受教学过程中的

自我评价。具体采用9分量表进行评价,评分范围为1-9分,分数

越高,代表学生对于教学的认可度越高。 

理论考核和操作实践考核则针对学生的现场表现进行评估,

主要参考学生对相关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操作技能以及独立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考核采用100分制进行评分,分数

越高,代表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论掌握程度越深入。操作实

践考核则根据学生在实践环节的操作技能、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进行评分,同样采用100分制进行评分,分数越高,代表

学生的操作实践能力越强。 

在对比两组学生的评价指标时,应用了ttest进行数据分析,

在P值小于0.05的情况下,表示两组学生在该评价指标上存在显

著差异。注意到在所有评价指标之间,P值都小于0.05,这表示研

究组与对照组在学习兴趣,探索能力,理论考核以及操作实践考

核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为下一步探讨和改

进住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4统计学方法 

选择SPSS22.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x±s”表示,计量资

料以根据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学生的一般资料对比 

共纳入68名住培生,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4人。在

性别分布、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两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具体

来看,研究组包含女性19人,男性15人,平均年龄为24.81±2.36

岁；对照组则有女性20人,男性14人,平均年龄为24.95±2.47

岁。统计学分析显示,两组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年龄P=0.345,性别χ²/t=0.155,均＞0.05)。这表明在一

般人口学特征上,两组学生基本相当,为后续教学模式的影响效

果比较提供了公平的基线条件。 

表1 2组学生的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例)

男 女

研究组 34 24.81±2.36 19 15

对照组 34 24.95±2.47 20 14

X2/t 0.155 0.342

P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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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学生考核成绩的差异性分析 

通过对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和操作实践考核成绩进行对比

和分析,发现显著的差异。如表2所示,在理论考核成绩上,研究

组学生的平均成绩为93.70±4.22分,而对照组学生的平均成绩

较低,为84.88±5.4分。在操作实践考核成绩上,研究组学生的

平均成绩是94.45±4.33分,对照组学生的平均成绩是85.08±

5.26分。两个成绩在t检验中分别为7.835和7.665,P值均小于

0.05,表明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住

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可能对学生的理论学习和操作实践能力

有显著提升作用。 

表2 2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差异(±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考核 操作实践考核

研究组 34 93.70±4.22 94.45±4.33

对照组 34 84.88±5.4 85.08±5.26

t 7.835 7.665

P值 ＜0.05 ＜0.05

 

2.3两组学生对教学认可度的差异研究 

通过采集并分析两组学生对分层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对学

习兴趣、探索能力、重点突出、难点透彻和课堂氛围五个维度

进行了考察。分数按照10分满分标准打分。研究组在五个维度

的得分分别为：学习兴趣(8.28±0.79)、探索能力(8.17±

0.82)、重点突出(8.21±0.77)、难点透彻(8.11±0.85)和课堂

氛围(8.43±0.88)。相较之下,对照组的得分分别是：学习兴趣

(6.27±0.97)、探索能力(6.09±0.95)、重点突出(6.27±

0.92)、难点透彻(6.22±0.95)和课堂氛围(6.34±1.01)。通过

统计学方法t检验,两组之间在上述每一维度上的差异均达到了

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研究组对于分层教学的认可

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该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促进他们的探索能力,也更有效地突出了重点与难

点,为学生营造了更佳的课堂学习氛围。 

表3 2组学生的教学认可度差异(±s,分) 

组别 例数 学习兴趣 探索能力 重点突出 难点透彻 课堂氛围

研究组 34 8.28±0.79 8.17±0.82 8.21±0.77 8.11±0.85 8.43±0.88

对照组 34 6.27±0.97 6.09±0.95 6.27±0.92 6.22±0.95 6.34±1.01

t 7.317 6.985 7.545 7.035 7.285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进行住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研究中,对

比了传统教学模式(对照组)与分层教学(研究组)在住院医生培

养效果上的差异。表1所示数据对两组学生的基本资料进行了控

制,显示两组在性别分布、年龄等基础资料方面无显著统计差异,

这为进一步比较教学效果提供了公平的基础。 

研究显示,在教学认可度(包括学习兴趣、探索能力、重点

突出、难点透彻以及课堂氛围)与考核成绩(包括理论考核与操

作实践考核)方面,研究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见表2与表3)。这

说明分层教学模式能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探

索能力,并在课堂上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分层教学模式也有助

于学生在理论和实践操作考核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可能是因

为分层教学方式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了更适宜的教学内容

与方式。 

外科分层教学模式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能力、理

解重点与难点,并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通过对研究组和对照组

学生的教学认可度差异进行比较,发现研究组在学习兴趣、探索

能力、重点理解、难点透彻度以及课堂氛围等方面的评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P值均<0.05)。具体而言,研究组学生在学习兴趣

上的评分为8.28±0.79,探索能力评分为8.17±0.82,重点突出

的评分为8.21±0.77,难点透彻的评分为8.11±0.85,以及课堂

氛围的评分为8.43±0.88；相较之下,对照组的这些评分分别为

6.27±0.97、6.09±0.95、6.27±0.92、6.22±0.95以及6.34

±1.01。这一结果表明,住培生外科分层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能力。 

研究发现,研究组的学生对分层教学模式的认可度也明显

高于对照组。他们对学习兴趣、探索能力、重点突出、难点透

彻、课堂氛围等教学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可能是因为分

层教学模式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独立思考和实践的机会,以

及更充分的互动。 

分层教学模式在外科医生的训练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它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而且提高了学生的教

学满意度。本研究认为分层教学模式值得在住培生外科教学中

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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