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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放射CBL教学模式对解剖学教学评估的研究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影像诊断科，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摘 要】目的 在解剖学课程中引入基于案例的放射学影像可以加深学生对解剖学的理解，同时能够熟练掌

握并应用放射解剖学知识，从而提升对解剖学课程的学习兴趣，而不是增加学习难度。方法 在解剖学课程中引入

基于案例的X线、CT和MRI等放射影像。选取100名学生通过80道选择题形式进行测评，题目根据是否有放射影

像案例进行分类，然后根据难度指数和辨别指数对两组试题的项目分析进行比较。另外使用5分Likert量表的问

卷评估学生对解剖学中引入基于案例放射影像的满意度。结果 两组学生测试题比较表现相似。通过对两组选择

题的题目分析，在解剖教学中整合了放射影像，两组试题难度指数和辨别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超过80%

的学生认为基于案例的放射影像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解剖知识并应用于临床。结论 解剖结构识别与临床应用在医

学本科教学中至关重要。在教授解剖学时，引入基于案例的放射影像对学生理解、记忆和应用有很大帮助。同时，

并不会因此而增加该学科的学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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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成果·

1 背景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也是医学课程的基

石和临床技能的基础[1]。现代解剖学教学需要打破

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改变死记硬背的结构学

习，因此需要教学模式的创新来实现。传统的教学

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如何提供最

好的教学方法值得探究。目前比较认同的观点是

要将教学转向基于能力的教育，将课程从知识获取

改为知识应用[2]。因此，许多医学院校不断探索与

整合临床方法和经验，其中将基于案例的放射学影

像引入解剖学课程就是重大突破[3]，然而如何合理

运用这些影像信息需要进一步探索，以确保达到预

期的学习效果。

目前，大部分医学学科使用基于案例的方法进

行教学及测评，基于案例的测评在理论上范围更

广，需要掌握更多的内容，并且可以在Bloom’s的分

类法中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4，5]。因此，有必要对测

评项目进行评估，以确定好与坏，测评往往以难度

指数和辨别指数来衡量。然而，以往研究很少关注

引入基于案例的放射学影像后的难度指数和辨别

指数[6]。同时，解读放射影像包含的信息需要不同

的认知过程[7]，并且对影像的解读可能会增加学生

的认知负荷[8]。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引入放射解剖学

教学对学生在解剖学考试中的表现有何影响？增

加放射影像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吗？医学生对

引入放射解剖学教学有什么看法等。此外，还应考

虑本科学生的知识需求。整合的目的是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解剖学的知识，而不是增加课程学习难

度。本文旨在研究基于放射CBL教学模式对解剖

学教学成果的影响。

2 材料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内蒙古医科大学2021级临床医学

专业100名本科学生，大学一年级解剖学课程引入

基于案例的放射学影像，放射学影像包括X线、CT、

超声和MRI影像，采用PPT演示文稿模式进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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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每个章节的内容都与解剖学教学大纲相匹

配。评估分为两个层次：（1）通过选择题测试方式

比较学生的表现：在每个章节结束时，使用选择题

模式进行考试。所有题目均由学科专家撰写，并通

过同行评验，所有题目包含题干和4个选项，共计

80题，将测试题目分类为基于放射影像和没有放

射影像。（2）学生满意度调查：学生的满意度是通

过填写问卷进行的，要求学生对教学计划进行评

分。采用Likert scale量表（①强烈反对；②不同意；

③既不同意也不反对；④同意；⑤坚决同意）来表

达学生的主观感知。问卷的项目分为3个主题：a促

进学习成果的实现；b 解剖学知识的应用和情境

化；c对放射解剖学的熟悉和兴趣。通过汇总每个

项目的得分来评估。

2.1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包括平均值、标准

差和难度级别项目的百分比。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分析数据的正态性，在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后，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算有无放射影像两组问题的

平均测试分数和标准差（SD），本研究数据采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每组80题分别计算题目难

度指数、题目辨别指数。难度指数以正确回答的百

分比计算，计算公式为：（H + L / N）× 100，其中H

代表60分以上组中正确回答问题的人数，L代表60

分以下组中正确回答问题人数，N是学生总数；辨别

指数（DI）的计算公式为：（H - L / N）× 100，其中

H、L、N表示同前[9]。

满意度调查表根据问卷的3个主题进行分组。

使用Cronbach 's α系数评估满意度调查表一致性。

学生同意的百分比是通过将“坚决同意”和“同意”

给定项目的学生百分比来确定的。

3 结果

3.1 测试项目分析

50%的问题由放射影像组成。Kolmogorov-

Smirnov检验服从正态分布。从表1可以看出，两组

难度指数及辨别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2 满意度分析

参加满意度调查的一共100人，完成问卷调查

96人。

3.2.1 促进学习实现成果 统计显示，35%的学生

表示“坚决同意”，有60%的学生表示“同意”，认为

放射影像有助于他们识别和描述典型的解剖特征，

帮助他们区分影像上的正常和异常特征；而5%的

学生“不同意”。

3.2.2 解剖知识的掌握与应用 统计显示，49%的

学生表示“同意”，另外 37%的学生表示“坚决同

意”，认为放射学课程能够帮助他们将解剖学知识

应用于临床。

3.2.3 对放射解剖学感兴趣程度 统计显示，44%

的学生表示“同意”，46%的学生表示“坚决同意”，

认为学习放射解剖学有助于熟悉不同的放射成像

方式，同时有助于提高学习解剖学的兴趣。

4 讨论

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以往

研究显示，将放射医学引入本科解剖学课程具有

重要意义[10]，CT、MRI、超声等放射影像在疾病诊断

及术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因而，医学教育也更强调

将放射影像纳入其中[11]。也有研究显示，将放射学

引入解剖学中，对解剖学会有更好的理解[12，13]。临

床上医生通过放射学影像来了解人体的内部复杂

结构，因此，放射学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了客观依

据。

解剖学知识的临床应用始于医学实习阶段，而

在这段时间里教授放射学知识会导致解剖学知识

的获取和实践应用之间存在时间差，会遗忘知识且

不能有效结合起来。这一研究基于案例放射学为

临床医学教授大体解剖学提供资源和基本指南，它

可以加深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学生临床思维

的培养。有研究显示[14]，提前引入放射学可以提高

临床医师对放射科医学的重新认识，更好地了解放

射学，可以促进临床医生与放射医生之间的沟通，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来帮助患者明确诊断病情。

医学生早期学习放射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器官及

组织在影像上如何呈现，有助于更好地掌握解读影

像的基本技能，为成为临床医生做好准备。

解剖学教学中引入放射影像会增加学生学习

的兴趣，并且提高解剖学教学的质量和效率[15]。本

研究旨在评价解剖学中引入基于案例的放射影像

难度指数

辨别指数

有放射图像

0.52±0.24

0.48±0.15

无放射图像

0.50±0.21

0.38±0.19

P

0.75

0.18

表1 两组平均测试项目分析指标比较（n=80）（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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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对其满

意度非常高，认为其对理解解剖学知识非常有效，

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相似[15]。

放射医学是解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需要

转变思维模式来学习和理解。因此，人们普遍认

为，解剖学中引入放射学将使课程复杂化，增加学

生学习难度，导致测评更加困难，且具有较高的辨

别性[16]。本研究中，两组学生对基于案例的放射影

像的难度指数并没有增加，表明引入放射学并没有

增加学生学习课程的负担。

医学教育测评是评价知识获得程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个好的测评项目可以衡量一个学生的

思维能力，同时测评项目的质量也可以通过测试后

进行分析，包括难度指数和辨别指数，两者相辅相

成[16，17]。本研究显示，两组辨别指数均＞0.2，这说明

项目的辨别指数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引入基

于病例的放射学不会增加考试题目难度。

医学影像是临床医生的重要工具，随着新技术

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的课程都包括了放

射学的内容，使得解剖变得可视化。此次研究结果

支持将放射影像集成到基础学科领域中，在解剖学

教学中引入基于案例的放射影像，对医学生学习解

剖学有较大帮助，同时也不会增加学习难度。随着

新教学模式的引入，基于案例的放射影像的教学探

索将提高学生的临床基本技能，这项研究能够更好

地推动放射学整合到解剖学中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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