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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在急诊超声教学中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 将参加规范化培训的

住院医师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对照组接受传统的急诊超声培训ꎬ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以临床症

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教学法ꎮ 在培训前后ꎬ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进行客观考题和读片能力考核ꎮ 培训后进

行主观问卷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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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在客观考题和读片能力

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 ꎮ 在课程综合评价和个人能力提升满意度方面ꎬ观察组也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教学法有助于提高急诊超声的诊断能力ꎬ其教学效果优于

传统急诊超声教学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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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帅　 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在急诊超声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急诊超声是超声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ꎬ是超声

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每位超声

科医生都应熟练掌握各种急症的超声诊断和鉴别诊

断ꎬ这对指导临床医师进行下一步诊疗具有重要的

提示作用ꎬ因此急诊超声的教学是超声医学教学工

作中的重要部分ꎮ 以往多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ꎬ学
生存在记忆不深、理论知识掌握不佳、临床工作不能

学以致用等问题ꎮ 思维导图是一种实用性的思维和

学习工具ꎬ能够有效地表达思维轨迹与知识网络ꎮ
本研究将在以往传统教学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探讨以

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在急诊超声教学中的应

用价值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超声科参加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ꎬ共 ３０ 名ꎬ随
机分为两组ꎬ每组 １５ 人ꎮ 观察组:男 ４ 人ꎬ女 １１ 人ꎬ
年龄 ２３~３１ 岁ꎬ平均年龄(２６ ４７±２ ４７)岁ꎻ对照组:
男 ５ 人ꎬ女 １０ 人ꎬ年龄 ２３~３０ 岁ꎬ平均年龄(２６ ６０±
２ １３)岁ꎮ 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

统计学差异ꎬ具有可比性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对照组:由带教老师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传

授急诊超声的相关知识ꎬ但不引入思维导图ꎮ
１ ２ ２　 观察组:除了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授课外ꎬ
引入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教学法ꎮ 具体方

法如下:每周一带教老师布置一个临床症状ꎬ每个住

院医师根据相应的临床症状罗列可能导致其症状的

器官以及疾病名称、最为主要的临床特点及超声表

现ꎬ并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现ꎻ临床症状包括左上腹

疼痛、中上腹疼痛、右上腹疼痛、左下腹疼痛ꎬ右下腹

疼痛、下腹部及盆腔疼痛ꎬ血尿、下肢疼痛、颈部疼痛

等ꎮ 每周五带教老师对每位住院医师上交的思维导

图作业进行点评并做相应梳理和总结ꎮ 带教老师另

准备 ５ 个具有相应临床症状的病例进行读片训练ꎬ
根据临床特点和超声声像图表现ꎬ住院医师分别给

出诊断与鉴别诊断ꎬ最终带教老师给予正确答案并

进行点评和补充ꎮ
１ ３　 培训效果评价

１ ３ １　 客观考题评价:设置 ２０ 道客观选择题ꎬ共

１００ 分ꎬ观察组和对照组住院医师在培训前后均统

一进行做答ꎬ考卷内容包括急诊常见疾病的临床特

点、超声表现和鉴别诊断等ꎮ
１ ３ ２　 读片能力考核:观察组和对照组住院医师在

培训前后均进行急诊超声病例的读片考核ꎬ评估其

对急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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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主观问卷调查:观察组和对照组住院医师对

于整个培训内容、教学安排、教学重视程度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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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评价自己急诊超声诊断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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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运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观察

组与对照组在培训前后的比较运用配对 ｔ 检验ꎮ
培训后ꎬ观察组与对照组在课程综合评价和个人

能力提升满意度方面的比较运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

率法ꎮ

２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培训前后在客观考题和读片能

力方面的比较见表 １ꎮ 培训前ꎬ观察组和对照组在

客观考题和读片能力方面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ꎮ 但

培训后ꎬ观察组在客观考题和读片能力方面明显高

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ꎮ
收集所有住院医师培训后的教学问卷调查ꎬ观

察组和对照组对培训的综合评价和个人能力提升的

满意度见表 ２ꎬ观察组在课程综合评价和个人能力

提升满意度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ꎮ

３　 讨论

急诊患者往往起病急ꎬ病情复杂ꎬ症状缺乏特异

性ꎬ急诊超声是首选的检查手段之一ꎮ 急诊超声培

训是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但急诊超声知识

覆盖面广泛ꎬ知识点繁杂ꎮ 传统教学模式依照疾病

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超声表现及鉴别诊断

进行讲述ꎬ让学生形成“由因至果”的思维方式ꎬ虽
然学习了大量医学基础和影像知识ꎬ 但对相关疾病

５０３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２)

表 １　 培训前后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客观考题和读片能力方面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ｌｍ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ｘ±ｓ)

组别(人数)
客观考题(分数) 读片能力(分数)

培训前 培训后 培训前 培训后

对照组(ｎ＝ １５) ６２ ６７±７ ５３ 　 　 　 ７２ ３３±６ ２３∗ 　 　 　 ６０ ６７±７ ５３ 　 　 　 ７６ ３３±７ ４３∗

观察组(ｎ＝ １５) ６３ ６７±７ ９０ 　 　 　 ８１ ００±７ ８３∗＃ 　 　 　 ６１ ６７±１０ ２６ 　 　 　 ８３ ００±７ ２７∗＃

∗Ｐ<０ ０５ 与培训前相比较ꎻ ＃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相比较.

表 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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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组别(人数)
课程综合评价 个人能力提升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不确定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Ｐ 值 非常满意 满意 不确定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Ｐ 值

对照组(ｎ＝ １５) ５ ８ １ １ ０ <０ ０５ ４ ８ ２ １ ０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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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和应用往往比较肤浅ꎬ在急诊工作中不能快

速地给予准确诊断ꎮ 接诊急诊患者时ꎬ首先面对的

是临床症状ꎬ而不是病因ꎬ这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逆向临床思维ꎮ 本研究以各种常见的临床

症状为主题ꎬ逆向寻找可能的疾病就是模拟临床

“由果寻因”的追踪过程ꎬ进而培养住院医师的逆向

思维ꎮ 逆向思维培养可以加强学生的急诊超声诊断

思维及分析能力ꎬ提高其学习兴趣及创新能力ꎬ有利

于超声和临床知识的融会贯通[１]ꎮ 培养逆向思维

的教学模式更结合临床ꎬ从实际出发ꎬ更适应急诊临

床工作的需求ꎮ
思维导图是一种思维和学习工具ꎬ能够科学有

效地表达思维轨迹与知识网络[２]ꎮ 思维导图以中

心主题为出发点ꎬ以辐射形式将各级主题用隶属的

层级图表现出来ꎮ 思维导图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和学

习工具ꎬ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

能力[３]ꎮ 在培养住院医师逆向思维的同时借助思

维导图的应用ꎬ更加能将复杂繁多的超声诊断知识

点进行整理ꎬ增强其逻辑性ꎬ从而有助于理解和记

忆ꎮ 以一种临床症状为主题ꎬ将可能导致其症状的

器官、疾病及主要诊断鉴别点绘制成思维导图ꎮ 在

制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ꎬ需要搜集和查找材料ꎬ积极

思考和努力探索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ꎬ培养了学

生的自学能力ꎮ 课后ꎬ根据带教老师的点评和指导ꎬ

反思不足ꎬ继续修改和重构思维导图ꎬ印象更加深

刻ꎮ 以右上腹疼痛为例(图 １)ꎬ将右上腹疼痛作为

中心主题ꎬ根据腹痛的部位来分析可能导致疼痛的

器官和疾病ꎬ继而延伸出主要诊断要点ꎬ将复杂冗杂

的超声诊断知识点进行梳理分类ꎬ并运用图文并重

的技巧使内容层次清楚ꎬ重点突出ꎬ清晰显示每个知

识点ꎮ 通过思维导图的制作ꎬ在头脑中形成熟悉的

疾病网ꎬ将所学知识纵向贯穿ꎬ形成网络化逻辑化的

知识构架ꎮ 在急诊面对患者时ꎬ根据临床症状即可

联想到制作的思维导图ꎬ在具有逻辑性的网络内寻

找可能病因ꎬ尽量做到不误诊不漏诊ꎬ在有限的时间

内快速进行疾病的排查和诊断ꎮ 急诊超声诊断水平

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综合影像的思维能力及临床情况

综合分析能力[４]ꎬ这种能力在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

思维导图教学中逐渐融会贯通ꎮ
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在急诊超声教学

中得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ꎬ引导住院医师逆向思维

的形成ꎬ并加强急诊超声知识的梳理、联系和记忆ꎬ
进一步提高了急诊超声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ꎬ可将思维导图进一步应用在超声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教学中的其他方面ꎮ 思维导图能够提高学

习的积极主动性ꎬ增强学习内容的理解和记忆ꎬ提升

临床思维的逻辑思考能力ꎬ更有助于培养优秀的超

声专业诊断人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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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帅　 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在急诊超声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图 １　 以右上腹疼痛为主题的思维导图

Ｆｉｇ １　 Ｍｉ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ｉｇｈｔ ｕｐｐｅｒ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ｐａｉｎ ａｓ ｔｈｅ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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