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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交互式解剖教学”联合“同伴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在肩关节超声培训中的教学效果ꎮ 方法 对

２ 组进修医师进行肩关节超声培训ꎬ分别采用“交互式解剖教学”联合“同伴教学”法(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法

(传统教学组)ꎮ 在培训前后ꎬ分别进行客观考题测试、实际操作和读片能力评估ꎮ 培训后ꎬ对每个进修医师进行问

卷调查ꎬ包括课程综合评价和个人能力提升满意度ꎮ 结果 培训后ꎬ两组进修医师在客观考题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ꎻ联合教学组在实际操作和读片能力方面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Ｐ<０ ０５)ꎮ 联合教学组在课程综合评价和个人

能力提升满意度方面均高于传统教学组(Ｐ<０ ０５)ꎮ 结论 “交互式解剖教学”联合“同伴教学”促进进修医师更好

地掌握肩关节超声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和疾病诊断ꎬ其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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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骨骼超声是超声应用的一个新领域ꎬ国内

很多基层医院还没有广泛开展ꎮ 多年来ꎬ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超声科努力探索超声在肌肉骨骼疾病方面

的应用ꎬ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近年来ꎬ全国各地的

超声科医生前来进修和学习肌肉骨骼超声ꎬ而传统

的医学继续教育方法难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ꎮ 在

以往的肌肉骨骼超声教学反馈中ꎬ肩关节解剖结构

最为复杂ꎬ超声实践操作最难ꎬ学习难度最大ꎬ学习

曲线最长ꎮ 故本研究采用“交互式解剖教学”联合

“同伴教学”的方法ꎬ与传统教学法进行对比ꎬ比较

其在肩关节超声培训中的教学效果差异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将学员分为两组:１) “交互式解剖教学”联合

“同伴教学”组(联合教学组):选取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前

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超声科进修学习的学员 ３０ 名ꎬ
其中男 １２ 人ꎬ女 １８ 人ꎬ年龄 ２５ ~ ４２ 岁ꎬ平均年龄

(３２ ８３±４ ５０)岁ꎮ ２)传统教学组:选取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前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超声科进修学习的学员

３０ 名ꎬ其中男 １３ 人ꎬ女 １７ 人ꎬ年龄 ２６ ~ ４３ 岁ꎬ平均

年龄(３２ １７±４ ２９)岁ꎮ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明显统计学意义ꎬ具有可比性ꎮ 两组学员在进修之

前均无肌肉骨骼超声基础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培训前知识储备:每人发放«奈特人体解剖

学彩色图谱»和«肌肉骨骼系统超声检查指南»ꎬ了
解肩关节解剖知识ꎬ检查方法和常见病变ꎮ
１ ２ ２　 联合教学组:１)交互式解剖教学:带教老师

准备好肩关节部位的解剖标本(科室自备)、超声仪

器(迈瑞)及探头(７ ５ ~ １０ ＭＨｚ 线阵探头)ꎮ 带教

老师首先在解剖标本上介绍肩关节的骨骼、关节、韧
带、肌肉及肌腱等相关结构ꎬ并在不同体位上动态观

察骨骼、肌肉及肌腱的变化过程ꎮ 然后带教老师应

用超声探头在解剖标本上进行操作演示ꎬ显示静态

及动态变化中相应解剖结构的超声表现ꎮ 带教老师

演示后ꎬ由学员亲自操作感受ꎮ 之后再请一位志愿

者作为模特ꎬ在不同体位及运动过程中扫查肩关节ꎬ
显示相应的解剖结构在人体内的声像图特点ꎬ并与

前面解剖标本的超声表现进行对比ꎮ ２)同伴教学:
进行“交互式解剖教学”后将进修医生分为 １０ 组ꎬ

每组 ３ 人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同伴教学”培训ꎮ 主

要包括:①正常肩关节操作手法的演练:通过带教老

师的演示ꎬ每个小组成员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互相

进行肩关节扫查ꎬ练习过程中相互讨论和交流ꎬ分享

经验ꎬ提高操作扫查的熟练性和准确性ꎮ ②临床见

习:以小组为单位观摩带教老师现场检查患者ꎬ对肩

关节病变超声图像进行分析和讨论ꎬ最终进行诊断

和鉴别诊断ꎬ在此过程中仍相互讨论ꎬ各抒己见ꎬ彼
此促进最终达到共同进步ꎮ ③读片训练:带教老师

准备肩关节典型相关病例ꎬ每天早上发送至微信群

里ꎬ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对此病例进行讨论ꎬ给出诊断

及鉴别诊断ꎬ每天晚上 ８ 点带教老师公布答案并对

此病例进行点评ꎮ
１ ２ ３　 传统教学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ꎬ首先进行

讲座传授式教学ꎬ之后进行各自常规的操作练习、临
床见习和读片训练ꎬ方法同前ꎮ
１ ３　 培训效果评价

１ ３ １　 客观考题评价:设置 ２０ 道客观题ꎬ共 １００
分ꎮ 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进修医师在培训前后

均进行统一问答ꎬ考卷内容包括肩关节解剖知识、超
声扫查方法和常见病变的超声诊断ꎮ
１ ３ ２　 实际操作考核: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进

修医生在培训前后进行操作考核ꎬ评估操作者显示

肩关节相应结构显示的准确性和熟练性ꎬ由经验丰

富的高年资医师进行考核ꎬ最终以分数显示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ꎮ
１ ３ ３　 读片能力考核: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进

修医生在培训前后均进行肩关节超声病例的读片考

核ꎬ评估其对相应肩关节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

力ꎬ考核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师进行ꎬ最终以分数

显示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ꎮ
１ ３ ４　 问卷调查: 参加培训的联合教学组和传统

教学组进修医生对于整个培训内容、实践操作培养、
教学安排、教学重视程度、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价ꎬ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不确定、不满意、非常不

满意ꎮ 同时评价自己在肩关节超声诊断水平提高的

满意程度ꎬ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不确定、不满意、非
常不满意ꎮ
１ ４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联合教

学组与传统教学组之间比较运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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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组学员在培训前后的比较运用配对 ｔ 检验ꎮ 培

训后ꎬ联合教学组与传统教学组在课程综合评价和

个人能力提升满意度比较运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ꎮ

２　 结果

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培训前后在客观考

题、实际操作和读片能力的对比见表 １ꎮ 培训开始

前ꎬ联合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在客观考题、实际操作

和读片能力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ꎮ 培训后ꎬ两组

在这 ３ 个方面均高于培训前(Ｐ<０ ０５)ꎮ 培训后ꎬ联
合教学组的客观考题分数稍高于传统教学组ꎬ但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ꎻ但在实际操作和读片能力方面ꎬ联
合教学组明显高于传统教学组(Ｐ<０ ０５)ꎮ

收集所有进修医生培训后的教学相关问卷调查

表ꎬ联合教学组与传统教学组的课程综合评价和个

人能力提升满意度见表 ２ꎬ联合教学组在课程综合

评价和个人能力提升方面的评价均明显高于传统教

学组(Ｐ<０ ０５)ꎮ

３　 讨论

与常规超声相比ꎬ肌肉骨骼超声涉及更为复杂

的解剖知识及多方位超声扫查技巧ꎬ导致其从理论

知识到实践操作的掌握均难上加难ꎮ 主要表现

在[１]:１)相关解剖知识要求高ꎬ若解剖基础知识掌

握不牢靠、理解不透彻则无法将肌肉骨骼超声发挥

真正的作用ꎻ２)即使熟悉解剖知识ꎬ但在操作时无

法将解剖结构与超声图像相关联ꎬ即在解剖知识与

超声扫查之间存在衔接障碍ꎻ３)肌骨超声检查除静

止图像外ꎬ很多情况下需要在肌肉、关节运动过程中

观察ꎬ这对医师的扫查手法要求更高ꎻ４)某些肌骨

超声检查需要在特定体位进行扫查ꎬ而某些疾病还

需要进行双侧对比扫查以明确诊断ꎮ 在各个关节的

肌肉骨骼超声学习中ꎬ肩关节更是难中之最ꎬ主要表

现在解剖复杂ꎬ检查时方位感差ꎬ特定结构需要相应

体位ꎬ运动过程中空间位置变化大等ꎬ故本研究选择

肩关节超声作为学习内容ꎮ
局部解剖知识的掌握是肩关节超声学习曲线中

最关键的步骤ꎮ 骨骼、关节、韧带、肌肉和软组织之

间复杂的解剖关系既是肌骨超声学习的基础ꎬ也是

其最大的难点ꎬ但是单纯从书籍和超声图像上无法

直接理解ꎮ 随着多学科交叉教学的发展ꎬ将局部解

剖学与超声影像相结合ꎬ采用交互式解剖教学的方

法介绍了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解剖结构ꎬ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２]ꎮ 此前也有将超声运用于局部解剖

教学的研究报道[３]ꎮ 本研究结合肩关节解剖结构

和超声表现ꎬ将多学科的交叉教学———“交互式解

剖教学”引入肩关节超声培训体系中ꎬ将肩关节局

部解剖与超声扫查相融合ꎬ通过解剖标本￣标本超声

表 １　 肩关节超声培训前后联合教学与传统教学在客观考题、实际操作和读片能力方面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组别(人数)
客观考题(分数) 实际操作(分数) 读片能力(分数)

培训前 培训后 培训前 培训后 培训前 培训后

联合教学组(ｎ＝ ３０) ４６ ８３±１１ ９３ ８２ ３３±９ ６３∗ ３６ ６７±１３ ２１ ８０ ００±１０ １７∗＃ ４３ ００±８ １６ ８１ ６７±７ ２３∗＃

传统教学组(ｎ＝ ３０) ４６ ５０±１１ ２３ ８０ ５０±８ ７４∗ 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６ ７４ ３３±１０ ０６∗ ４１ ６７±９ ４１ ７７ ３３±６ ５３∗

∗Ｐ<０ ０５ 与培训前相比较ꎻ＃Ｐ<０ ０５ 与传统教学组相比较.

表 ２　 联合教学与传统教学在课程综合评价和个人能力提升满意度方面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组别(人数)
课程综合评价 个人能力提升

非常满意 满意 不确定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不确定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联合教学组(ｎ＝ ３０) １８ １２ ０ ０ ０ １８ １１ １ ０ ０

传统教学组(ｎ＝ ３０) １０ １６ ２ ２ ０ ９ １５ ３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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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人体超声表现的递进式教学ꎬ加深解剖结构的

理解和记忆ꎬ使进修医生对肩关节的局部解剖结构

和正常超声声像图之间的对应关系有更深层次的理

解ꎬ减少局部解剖结构与超声扫查之间的衔接障碍ꎮ
虽然“交互式解剖教学”可以解决肩关节超声

教学中的一个难点ꎬ但在此基础上如何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和思考能力也同样重要ꎮ 同伴教学

由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 Ｅｒｉｃ Ｍａｚｕｒ 创立ꎬ是当

前国际教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教学方法之一ꎮ 同伴

教学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和互动性ꎬ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ꎬ合作学习ꎬ进而激发学生内在的求知欲望[４]ꎮ
在国外已有研究将此方法应用于肌肉骨骼超声教学

当中[５]ꎬ但国内尚无相关报道ꎮ 同伴教学的前提是

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后ꎬ讲授给同伴ꎬ并通

过同伴间提问、互相帮助、讨论探究等方式ꎬ共同参

与实现最终的学习目标ꎮ 此教学方法正好可与交互

式解剖教学序贯连接ꎬ交互式解剖教学使进修医生

初步了解了肩关节解剖结构和超声扫查技巧ꎬ之后

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应用同伴教学在练习过程中相

互讨论和交流ꎮ 在观摩带教老师扫查患者时对肩关

节病变声像图进行分析和探讨ꎮ 通过小组内各学员

的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来激发进修医师对肌肉骨骼

超声疾病诊断的求知欲望ꎬ从而更好地培养进修医

师的肩关节超声操作扫查技巧和疾病诊断的临床

思维ꎮ
本研究将“交互式解剖教学”联合“同伴教学”

与传统教学进行比较ꎬ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ꎬ在教学

反馈中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ꎬ普遍反映肩关节超

声的操作和诊断能力有很大提高ꎮ 在肌肉骨骼超声

教学中ꎬ带教老师需从实际出发ꎬ考虑到各种教学因

素ꎬ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ꎬ以达到提高进修医师继续

教育培训质量的目的ꎮ

参考文献:

[１] 江凌ꎬ崔立刚ꎬ陈文ꎬ等.“寓教于练”在肌肉骨骼超声影

像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Ｊ].基础医学与临床ꎬ２０１７ꎬ３７:
１４２￣１４４.

[２] Ａｂｅｄ Ｒａｂｂｏ Ｆꎬ Ｇａｒｒｉｇｕｅｓ Ｆꎬ Ｌｅｆｅｖｒｅ Ｃ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ｔｏｍｙ[Ｊ].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ꎬ ２０１６ꎬ１００:１７￣２３.

[３] Ｊｕｒｊｕｓ ＲＡꎬ Ｄｉｍｏｒｉｅｒ Ｋꎬ Ｂｒｏｗｎ Ｋ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ｉｓｔｓ
ｔｅａｃｈ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ｕｓｉｎｇ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ａｓ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Ｊ]. Ａ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４ꎬ７:３４０￣３４９.
[４] Ｍａｚｕｒ 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ꎬ ｌｅｃｔｕｒｅ?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９ꎬ３２３:５０￣５１.
[５] Ｋｎｏｂｅ Ｍꎬ Ｍｕｎｋｅｒ Ｒꎬ Ｓｅｌｌｅｉ Ｒ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 Ｊ ]. Ｍｅｄ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４:
１４８￣１５５.

４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