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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见实习临床医学生轮转皮肤科的教学需求、实际效果及对皮肤病学病例

库的需求ꎮ 方法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对北京协和医学院 ２０１１ 级至 ２０１４ 级八年制轮转皮肤科的临床医

学生发放问卷ꎬ调查其对皮肤科临床轮转的需求、轮转时的学习难度、轮转后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对建立皮肤病学

病例库的需求ꎮ 结果 共收到有效问卷 １０１ 份ꎬ八年制临床医学生轮转皮肤科期间最希望学习的内容为常见及疑

难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ꎬ其次为医学美容ꎻ临床轮转中ꎬ学习难度最大的内容为自身免疫性大疱病ꎻ临床轮转后ꎬ对
皮肤病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ꎻ对皮肤病学病例库的需求非常强烈ꎬ希望以电子病例库形式共享ꎬ最
感兴趣的内容为变态反应性皮肤病ꎮ 结论 明确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皮肤病学教学中的兴趣点和

难点ꎬ了解了其对皮肤病学病例库的实际使用需求ꎬ有利于皮肤病学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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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超　 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生皮肤病学临床轮转及对皮肤病学病例库需求的调查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ｃ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ꎬ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ꎻ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ｅｄꎻ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ꎻ ｃ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皮肤病学是八年制临床医学生必修的课程之

一ꎬ除课堂教学外ꎬ临床轮转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

环节ꎮ 通过临床轮转ꎬ既能进一步巩固和验证课堂

所学知识ꎬ又能培养学生的皮肤科临床思维、提高实

践能力ꎮ 因此ꎬ了解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的皮肤病学

临床轮转需求、学习难点和目前的教学效果有助于

进一步优化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的皮肤病学教学内容

和教学模式ꎬ从而提升教学效果[１]ꎮ 另外ꎬ由于北

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医学生在皮肤科临床轮转时间

有限ꎬ为此皮肤病学系将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病例进

行收集与整理ꎬ初步建立了一个皮肤病学病例库ꎬ将
典型病例以规范化的病历书写模式进行展示ꎬ配合

高质量的临床图片及病理图片ꎬ旨在丰富学生视野ꎬ
对课堂所学及临床轮转内容加以补充、强化ꎬ目前病

例库正在不断完善中ꎮ 了解八年制临床医学生对皮

肤病学病例库的实际需求及兴趣点ꎬ对于病例库的

改进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见习和实

习阶段的学生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方法

本调查问卷以手机微信链接的方式向被调查者

发放填写并收集数据ꎮ 通过问卷说明向被调查者强

调本次调查的目的ꎬ被调查者独立填写后通过页面

直接提交ꎮ 共计发放微信链接问卷 １０５ 份ꎮ
１ ２ ２　 问卷设置

具体问卷内容包括三大部分ꎮ
１ ２ ２ １　 一般资料:包括性别、所在年级、临床学习

阶段(见习或实习)、已进入临床的时间、是否学习

过皮肤病学相关课程、是否在皮肤科门诊 /病房见习

或实习过ꎮ
１ ２ ２ ２　 皮肤病学课程设置相关内容:认为临床轮

转对皮肤病学的学习是否必要、更喜欢在皮肤科门

诊还是皮肤科病房轮转、希望在皮肤科轮转的时间

多久、在皮肤科轮转时最希望学习什么(常见及疑

难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皮肤病理、皮肤激光、皮肤

外科、医学美容和皮肤影像)、认为哪部分内容学习

时最有难度(变态反应性皮肤、感染性皮肤病、红斑

鳞屑性皮肤病、自身免疫性大疱病、色素障碍性皮肤

病、结缔组织病、皮肤肿瘤和遗传性皮肤病)以及在

皮肤科轮转后对教学的皮肤病知识掌握程度如何ꎮ
１ ２ ２ ３　 皮肤病学病例库设置相关内容:认为皮肤

病学病例库的设置是否必要、希望病例库以何种形

式共享(电子、书籍)以及对病例库的哪部分内容最

感兴趣(变态反应性皮肤、感染性皮肤病、红斑鳞屑

性皮肤病、自身免疫性大疱病、色素障碍性皮肤病、
结缔组织病、皮肤肿瘤和遗传性皮肤病)ꎮ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信息

调查问卷通过微信发放 １０５ 份ꎬ回收 １０１ 份ꎬ有
效问卷 １０１ 份ꎬ应答率为 ９６ １９％ꎬ问卷完成率为

１００％ꎮ 参与调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

学生:男性 ２９ 人(２８ ７１％)、女性 ７２ 人(７１ ２９％)ꎻ
所在年级包括第五年 １８ 人(１７ ８２％)、第 ６ 年 ２８ 人

(２７ ７２％)、第 ７ 年 ２５ 人(２４ ７５％)、第 ８ 年 ３０ 人

( ２９ ７０％)ꎻ 临 床 学 习 阶 段: 临 床 见 习 ４８ 人

(４７ ５２％)、实习 ５３ 人(５２ ４８％)ꎻ已进入临床的时

间:小于 ６ 个月的 １９ 人(１８ ８１％)ꎬ６ ~ １２ 个月的 ３０
人(２９ ７０％)ꎬ１３~ ２４ 个月的 ３２ 人(３１ ６８％)ꎬ大于

２４ 个月的 ２０ 人(１９ ８％)ꎻ是否学习过皮肤病学相

关课程:５５ 人(５４ ４６％)学习过皮肤病学相关课程ꎬ
４６ 人(４５ ５４％)未学习过皮肤病学相关课程ꎻ５０ 人

(４９ ５０％) 在皮肤科门诊见习或实习过ꎬ ２５ 人

(２４ ７５％)在皮肤科病房见习或实习过ꎮ
２ ２　 皮肤科的轮转需求

１０１ 人(１００％)认为临床轮转对皮肤病学的学

习有必要ꎮ ８９ 人(８８ １２％)更喜欢在皮肤科门诊轮

转ꎬ１２ 人(１１ ８８％)更喜欢在皮肤科病房轮转ꎮ 希望

在皮肤科轮转的时间:≤３ ｄꎬ１４ 人(１３ ８６％)ꎻ４~７ ｄꎬ
６５ 人(６４ ３６％)ꎻ>７ ｄꎬ２２ 人(２１ ７８％)ꎮ 在皮肤科轮

５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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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期间最希望学习的内容依次为:常见及疑难皮肤病

的诊断和治疗(８１ １９％)、医学美容(７３ ２７％)、皮肤

激光 ( ４８ ５１％)、皮肤外科 ( ２８ ７１％)、皮肤病理

(２７ ７２％)及皮肤影像(２４ ７５％)ꎮ
２ ３　 轮转期间各部分知识学习的难易程度

皮肤病学相关知识中ꎬ学习难度从难到易的程

度依次为:自身免疫性大疱病(５３ ４７％)、结缔组织

病(４２ ５７％)、红斑鳞屑性皮肤病(３７ ６２％)、变态

反应性皮肤病及湿疹 ( ３５ ６４％)、遗传性皮肤病

(２７ ７２％)、感染性皮肤病(２５ ７４％)、色素障碍性

皮肤病(１７ ８２％)及皮肤肿瘤(１４ ８５％)ꎮ
２ ４　 轮转后对皮肤病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轮转完皮肤科后ꎬ对教学的皮肤病知识掌握程

度如何:掌握 < ３０％内容者 ２０ 人 (１９ ８０％)ꎬ掌握

３０％~７０％者 ５５ 人(５４ ４６％)ꎬ掌握>７０％内容者 ２６
人(２５ ７４％)ꎮ
２ ５　 对皮肤病学病例库的需求

１０１ 人(１００％)认为皮肤病学病例库对皮肤病学

的学习有帮助ꎮ 希望病例库以何种形式共享:电子形

式(９４ ０６％)、书籍形式(５ ９４％)ꎮ 对病例库内容的

感兴趣程度依次为: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及湿疹

(８２ １８％)、感染性皮肤病(６７ ３３％)、结缔组织病

(４６ ５３％)、皮 肤 肿 瘤 ( ４１ ５８％)、 遗 传 性 皮 肤 病

(３１ ６８％)、自身免疫性大疱病(２９ ７％)、色素障碍性

皮肤病(２８ ７１％)及红斑鳞屑性皮肤病(２５ ７４％)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八年制临床医学生普遍认为临

床轮转对于皮肤病学的学习具有必要性且对皮肤科

临床轮转的热情非常高涨ꎮ 其轮转期间最希望学习

的内容为常见及疑难皮肤病的诊断和治疗ꎬ这与教

学目标相符ꎮ 此外ꎬ医学美容也是八年制临床医学

生颇为感兴趣的内容ꎬ这是本次调查的一个新发现ꎮ

既往的教学工作中常忽略医学美容方面的介绍ꎬ然
而ꎬ医学美容是皮肤科领域较为新兴的亚专业ꎬ发展

迅速且需求日益增加ꎬ在未来的教学中可根据情况

适当介绍医学美容方面的知识及进展ꎬ顺应时代

发展ꎮ
初步发现了学生在本门课程学习中的薄弱点ꎬ

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结缔组织病及红斑鳞屑性皮肤

病是学生反映的难度最大的部分ꎬ这为日后的教学

安排提供了参考ꎮ 轮转后对皮肤病学知识的掌握程

度方面ꎬ学生对自己的实际评估结果显示ꎬ其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ꎬ提示仍需不断优

化八年制临床医学生的皮肤病学教学内容及模式ꎬ
提升教学效果ꎮ

八年制医学生对皮肤病学病例库的需求非常强

烈ꎬ绝大部分学生希望通过电子病例库形式进行共

享ꎮ 因此ꎬ待病例库完善后可尝试以手机 ＡＰＰ 的形

式将病例库对学生开放ꎬ令其使用时更为便捷[２]ꎮ
对于病例库的内容方面ꎬ其最感兴趣的内容为变态

反应性皮肤病ꎬ可能与本类疾病最为常见有关ꎬ学习

本部分内容的实用性相对更强ꎮ 此外ꎬ八年制医学

生对感染性皮肤病及结缔组织病部分亦较为感兴

趣ꎬ可能与这两部分内容与其他科室的联系更为紧

密ꎬ这也提示八年制医学生对涉及多学科交叉的内

容更为感兴趣ꎬ这对未来的教学内容安排有一定的

提示意义ꎮ
综上所述ꎬ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ꎬ北京协和医学

院八年制医学生对皮肤病学临床轮转及病例库的需

求均较为强烈ꎬ同时ꎬ本研究初步明确了八年制临床

医学生皮肤病学教学中的难点和薄弱点ꎬ为优化皮

肤病学教学体系、完善教学病例库提供了参考方向ꎮ
未来ꎬ将不断探索提高皮肤病学教学效果的方法和

流程ꎬ以进一步提高八年制临床医学生对本门课程

的实际掌握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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