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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放射学（ ）于 1967年由美

国放射学家Margulis首次提出，是以影像诊断为基础，医

学影像诊断设备作引导，利用介入器材如穿刺针、导管等，

对临床疾病进行治疗或采集组织学、细菌学及生理学、生

化学等资料从而做出诊断的一门临床学科 [1]，现已发展成

为与内科学、外科学相并列的三大临床学科。作为以手术、

操作等为基础的医学影像学专业课程，《介入放射学》实

验课程教学是该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课程实验课多

采用手术观摩或知识讲解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存在诸多弊

端 [2-3]。且现阶段，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各高校及医院要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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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疫情防控期间PACS病例结合微课程在《介入放射学》实验课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湖南中医药大学2017级医学
影像学本科生1、2班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理论及实践技能考试成绩结果提示，
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互动能力、理解程度、学习效率、学习兴
趣、临床思维能力等五个考核点调查问卷结果提示，实验组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参与度结果显示，实验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将PACS病例结合微课程运用在《介入放射学》
实验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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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介入放射学》实验课已不可能让大量学生在

手术室同时观摩，微课程为疫情防控期间介入放射学实验课

教学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我们在借鉴中国和其他国家教学经

验的基础上，对疫情防控期间 PACS病例结合微课程在《介

入放射学》实验课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现报道如下。

选取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学影像学专业2017级本科生1、

2班为研究对象，2班 58人为实验组，1班 59人为对照组。

两组间在年龄、性别及平时成绩等对照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①课程选取：医学影像学实验课。主要内容包括肝动

脉化疗栓塞术、支气管动脉化疗栓塞术、肺癌微波消融术、

肝癌氩氦刀冷冻消融术、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下肢动脉支

架植入术等。

②实验组：实验课前一天将微课程在师生交流微信平

台推送。教师提出问题——实验课主要目的、手术步骤、术

中用药、主要器材特点、术后常见并发症，课前思考。告知

即将手术患者姓名及 PACS系统中 ID号，经微信群推送即

将讲授的课程内容提要，要求实验组学生熟悉 PACS系统中

病理资料、影像学表现。

对照组：手术当天，对照组根据传统教学，要求同学

分组到介入导管室观摩手术。手术过程中拍摄手术视频。

③实验组：将手术视频推送到微信群，老师提出问题，

8人一组分组讨论，设置组长 1人，并由每组提出至少一个

问题。针对教师的提问及每组提问进行讨论、发言。然后由

每组形成一个共同实验报告，形成文字并在微信内存档。

对照组：观摩手术后，教师提出问题，分组讨论，然

后由每组形成一个共同实验报告并存档。

④效果评价：学期期末理论及实践技能考试，采用填

写后当场收回，匿名方式进行。评价方式：考试卷以100分制，

由教研组 3位老师统一匿名阅卷评分。

对学生的掌握情况在以下 5个方面进行调查问卷：学

生互动能力、理解程度、学习效率、学习兴趣、临床思维能

力等，答案采用“是”与“否”的回答形式，调查结果以百

分比方式来表示。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采用非常满意、满意、

不满意的回答形式，对课程参与度用参与、未参与的回到形

式，调查结果以百分比方式来表示。

采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sx ± ）

的形式表示，并进行 t检验；计数资料以 [n（%）]的形式表示，

进行 x2检验，P＜ 0.05或 P＜ 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与对照组理论及实践技能考试成绩结果提

示，实验组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1。

组别 理论成绩 实践技能成绩

实验组（n=58） 85.90±4.70 87.90±2.53

对照组（n=59） 80.40±4.45 81.50±3.25

t值 6.592 7.944

P值 0.002 0.000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互动能力、理解程度、学习效率、

学习兴趣、临床思维能力等 5个考核点调查问卷结果提示，

实验组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2。

组别 人数
学生互动

能力
理解程度 学习效率 学习兴趣

临床思维

能力

实验

组
58 53（91.38）56（96.55）54（93.10）55（94.83）55（94.83）

对照

组
59 30（50.85）30（50.85）26（44.07）30（50.85）28（47.46）

x2值 — 4.01 4.02 6.22 4.52 5.50

P值 —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与对照组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3。

组别 人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实验组 58 32（55.17） 23（39.66） 3（5.17）

对照组 59 12（20.34） 15（25.42） 32（54.24）

x2值 — 6.95 1.38 18.85

P值 — ＜ 0.05 ＜ 0.05 ＜ 0.01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对实验课参与度调查结果显

示，实验组参与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4。

组别 人数 参与 未参与

实验组 58 57（98.28） 1（1.72）

对照组 59 36（61.02） 23（38.98）

x2值 — 2.87 16.87

P值 — ＜ 0.05 ＜ 0.01

第一，微信是由深圳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0年 10

月筹划启动，经腾讯研发中心打造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

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

视频、图片和文字。目前已在全民推广，是一款运用非常成

熟的应用程序。微信在教学中的应用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