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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第二课堂参与骨关节标本制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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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估医学生参与骨关节标本制作对解剖学考试成绩的影响及学生对解剖学第二课堂的反馈。 方法

将 ２０２１ 级 ４＋４ 临床医学试点班学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利用课余时间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四肢骨关节标

本制作，对照组仅观察实习标本；对两组学生解剖学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并发放问卷调查学生对骨关节标本制作的

反馈。 结果 期末标本考试成绩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实验组学生的最低正确率（４０％）高于

对照组学生的最低正确率（３２ ５％），实验组学生的最高正确率（９５％）高于对照组学生的最高正确率（８２ ５％）。 单

独统计骨关节标本正确率，实验组（８７ ０％±１６ ７％）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６ ７％±２４ ３％）（Ｐ＜０ ０１）。 在四肢理论测

验中，实验组平均成绩（８４ ７％±２０ ５％）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９ ３％±１４ ５％）（Ｐ＜０ ０５）。 学生对第二课堂开展骨关

节标本制作整体评价较好。 结论 医学生第二课堂参与骨关节标本制作能够提高学习成绩，是第一课堂的有益补

充，值得进一步完善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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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生接触最早的医学基础课

程，它既是其他基础医学课的基础，又是与临床医

学相衔接的桥梁课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北京

协和医学院人体解剖学课程继承了老协和重实践

多操作的理念，采用“小系解大局解”的教学模式，
每 ４ 人一具尸体，按分区由浅入深进行解剖。 由

于没有开设系统解剖学课程且陈列标本不足，对
于运动系统骨关节教学内容相对薄弱。

骨关节炎系由于增龄、肥胖、劳损、遗传等诸多因

素引起，以关节软骨损害为主，并累及整个关节的逐

渐进展的慢性疾病，表现为疼痛、关节变形及活动受

限［１］，好发于膝、髋、颈椎、腰椎等负重关节。 随着全

球人口老龄化及肥胖加剧，患病率持续增长。 研究显

示北京地区膝关节骨关节炎的患病率为 ６ ８％，６０ 岁

以上的人群 １６ ７％患有此病［２］。 患骨关节炎后是无

法根治的，只能对症治疗改善症状，严重者可通过外

科手术治疗。 对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好关节的解

剖结构对骨关节炎的诊断、治疗及外科手术是非常重

要的。 然而，试点班解剖学课程课时少、任务重，课堂

解剖对某些深层结构显示不够充分。 近年来，解剖学

系开辟了解剖学第二课堂，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手段，
以提高教学质量［３⁃４］，本研究借鉴以前经验利用课余

时间在第二课堂组建标本制作小组，通过四肢骨关节

制作，加深对深层结构的了解，强化学生操作能力、提
高学习兴趣，从而巩固和提高解剖学学习成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北京协和医学院 ２０２１ 级 ４＋４ 临床医学试点班

全体学生。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分组及方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关节制作

组，１８ 人）和对照组 （ １６ 人） 。 所有学生按照人

体解剖学教学计划正常学习和实践，实验组除正

常教学外在课余时间利用第二课堂（周末，８ 学

时）参与骨关节标本制作，对照组仅观察学习骨

关节标本而不进行标本制作。 实验组分为 ４ 个

学习小组，每组 ４ ～ ５ 人，在人体解剖学课程结束

前利用课堂已解剖过的尸体标本，制作肩、肘、
手、髋、膝、足六大关节。 制作前要求学生查找资

料了解骨关节炎的流行病学、病因、症状及治疗，
认真学习提前下发的标本制作流程，复习相关解

剖学内容。 制作标本时提供已做好的示教标本

供参考，教师首先对相关解剖方法及重点结构做

简要的讲解。 然后各组学生参照图谱和制作流

程动手解剖，组内同学分工合作、轮换进行标本

制作。 在制作过程中，指导教师适当联系临床，
提高学生制作标本的兴趣。 例如，在制作肩关节

时，重点观察肌腱袖的组成，联系肩关节脱位；制
作膝关节时，打开关节囊后观察关节面的磨损情

况，联系老年骨关节炎、人工膝关节置换。 标本

制作完成后，教师对各组学生对照标本进行点评

与总结。
１ ２ ２　 考核评价方法： 试点班人体解剖学标本考

试分为期中考试 （头部、 颈部、 胸部， 与标本制

作无关） 和期末考试 （腹部、 盆部、 四肢， ２０ 个

结构含 ３ 个骨关节结构）。 期末标本考试结束后立

即进行四肢理论测验 （２０ 道单项选择题）。 为了解

学生对第二课堂参加骨关节制作的评价和建议， 通

过问卷星平台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ＩＢＭ 公司）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ｔ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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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 １　 参与标本制作对考试成绩的影响

在骨关节标本制作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期中

标本考试成绩无显著差异。 实验组参加标本制作

后，期末标本考试成绩与对照组相比仍无显著差异，
但实验组学生的最低正确率（４０％）高于对照组学

生的最低正确率（３２ ５％），实验组学生的最高正确

率（９５％）高于对照组学生的最高正确率（８２ ５％）。
若单独统计骨关节标本正确率，实验组显著高于对

照组（Ｐ＜０ ０１）。 在四肢理论测验中，实验组平均成

绩也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表 １）。

表 １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正确率，％）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ｒａｔ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考试项目 对照组（ｎ＝ １６） 实验组（ｎ＝ １８）

期中标本考试 ７２ ８±９ ９ ７３ ５±１３ ６

期末标本考试 ７２ ２±１３ ８ ７５ １±１２ ４

期末骨关节标本 ６６ ７±２４ ３ ８７ ０±１６ ７∗∗

四肢理论测验 ６９ ３±１４ ５ ８４ ７±２０ ５∗

∗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与对照组比较．

２ ２　 学生对标本制作的评价

课程结束后，通过问卷星收到实验组有效答卷

１８ 份（１００％），９４％的学生表示愿意参加第二课堂

标本制作。 调查结果显示（表 ２）：学生对骨关节标

本制作整体评价较好，体现了学生对此学习方式较

为满意。 教师指导、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巩固解剖

学结构得分达到 ８ 分以上，这体现了协和的精英医

学教育模式，４ ～ ５ 人一组，１８ 名学生配备 ２ 名经验

丰富的指导教师，学生在标本制作过程中遇到问题

可以随时得到教师的帮助，短时间内完成骨关节标

本制作的同时巩固了解剖学结构；标本制作能够提

高学习兴趣、拓展临床知识、对考试和未来临床工作

有帮助得分均在 ７ 分以上，说明参加骨关节标本制

作对学生学习解剖学知识、培养临床思维有重要作

用；个人学习效果得分（６ ５３）较低，主要原因是由

于试点班各门课程安排较紧，标本制作又临近学期

期末考试，课下准备还不够充分；标本制作多少

（５ ９４）安排合理，没有占用学生过多的课余时间，

制作相对较简单的骨关节标本方便可行。

表 ２　 学生对标本制作的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ｘ±ｓ， ｎ＝１８）

调查内容 得分

整体评价（０⁃最差，１０⁃最好） ７ ８２±１ ４２

提高学习兴趣（０⁃最差，１０⁃最好） ７ ５３±１ ７７

进一步理解巩固解剖学结构（０⁃最差，１０⁃最好） ８ １８±１ ４２

拓展临床知识（０⁃最差，１０⁃最好） ７ ００±２ １５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０⁃最差，１０⁃最好） ８ ８２±１ ２９

能得到教师指导（０⁃最差，１０⁃最好） ９ １８±１ １３

个人学习效果（０⁃最差，１０⁃最好） ６ ５３±１ ２８

对考试有帮助（０⁃无帮助，１０⁃很大帮助） ７ ０６±１ ９２

对未来临床工作有帮助（０⁃无帮助，１０⁃很大帮助） ６ ９４±２ ２２

是否应增 ／ 减标本制作（０⁃大大减少，５⁃保持不变，
１０⁃大幅增加）

５ ９４±１ ５６
　

３　 讨论

为学生提供课外解剖实践机会，有助于学生熟

悉解剖结构并对学习解剖学有很大帮助 ［５］。 制作

解剖标本是学习掌握标本结构、强化实践操作技能、
全面学好解剖知识、提高综合应用能力的主要途径

之一［６］。 利用局部解剖学已解剖过的标本，指导学

生在第二课堂制作骨关节标本，不仅变废为宝节约

资源，学生的动手能力也得到提高。 本研究表明，医
学生在第二课堂参与标本制作，可以使学生更好的

学习掌握解剖结构，从而提高学生解剖学标本和理

论考试成绩。 通过制作骨关节标本，不仅学习了重

要关节的组成、结构及特点，补充了系统解剖学知

识；在骨关节标本制作过程中，层层深入解剖，充分

暴露显示，还进一步巩固了肌肉、血管、神经等重要

结构的位置、形态、走行和毗邻关系。 参加标本制作

提高解剖学成绩的同时，对后续医学基础课程也有

很大帮助，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７］。
联系临床提高学习兴趣。 制作骨关节标本前

先让学生查阅资料初步认识骨关节炎，解剖时对

比不同标本关节的磨损情况。 在制作骨关节标本

中，恰好解剖到一具做过一侧膝关节置换的“大体

老师”。 打开膝关节看到人工假体，同学们非常惊

讶好奇，立刻上网查询学习有关知识；另一侧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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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膝关节，关节软骨几乎全部缺失，表面骨质破

损形成多条纵行沟壑，与正常膝关节面形成鲜明

对比，这真实的标本让学生充分理解为什么膝关

节炎患者会出现疼痛、活动受限的症状。 带着临

床问题去解剖，既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

高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对解剖学知识的掌握，又培

养感同身受的临床思维和救死扶伤的医德，给学

生留下深刻印象［８］ 。
组建小组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通过团队教学模

式（ｔｅａ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ＢＬ），每组 ４ ～ ５ 人，组员互

相配合、轮流操作，组内成员在合作中互相沟通，完
成标本制作后组间进行交流学习，不仅有效锻炼学

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 学生制作的标本，可用于后续学生实验课实习

使用，对于完成的优秀标本，可做成瓶装标本标注结

构并注明作者，放于生命科学馆保存展览，还能增强

学生的荣誉感和自信心。
学生在第二课堂制作骨关节标本，是人体解剖

学的有益补充。 第二课堂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自主学

习平台，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完成骨关节标本制作，
不仅加强学生对第一课堂内容的理解与记忆，提高

了学习效果，还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宽了

学生的知识面，有效配合了第一课堂。 在调查问卷

中，学生普遍反映收获很多、受益匪浅，不足之处是

时间安排在期末考试周，学生课前准备不足，操作时

间略显紧张。 在今后的解剖教学中，更加合理安排

标本制作时间和内容，教师也应加强学习、勇于创

新、积极探索，设计开发更多新的标本，充分发挥解

剖学第二课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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