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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的是能够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

应用型医学人才，根据市场调研毕业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还

是弱项，这一能力决定了毕业生融入医疗工作的速度，因

此在本科教育阶段加强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是非常迫切的。

2 虚拟病例系统应用在临床思维训练中的必要性

2.1 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临床思维是指临床医生针对患者获取病史信息、针对

性的体格检查、采用辅助检查、做出临床诊断和给予治疗

决策的逻辑思维过程。临床思维是医疗行为的核心，也是

医生胜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成熟的临床思维能力，

是医学生向临床医生转变的重要标志，因此临床思维的训

练是临床医学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环，也一直是医学教育的

重点和难点 [1]。

2.2 传统临床思维培养模式的缺陷  
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临床

医生必须经过大量的学习和实践才能熟练的掌握 [2]。传统的

临床思维培养模式多以“师徒制”“传帮带”的为主，学

生通过参与分管病人、查房、病案讨论、带教老师言传身教、

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获得临床思维能力的提升。其弊端表

现在，学生在见习、实习阶段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从无数病人的实际案例中自我摸索和养成，因教学资源有

限，时间有限，学生很难在此阶段取得良好的临床思维能

力提升的效果。

2.3 顺应新时代教学模式改革的浪潮
在医教协同推进院校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浪潮中，以

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培养医学生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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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胜任力，是高等院校医学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3]。临床

医生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临床实践能力，而临床思维能力又是

临床实践能力中最核心的部分。教高（2018）4 号关于加强

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中要求，将

“互联网 + 健康医疗”“人工智能 + 健康医疗”等医学领

域最新知识、最新技术、最新方法更新到教学内容中，让学

生紧跟医学最新发展 [4]。

3 教学设计与应用

3.1 实施对象及方式
临床思维训练课程实施对象为临床医学专业大五学生，

学生已进入实习阶段，其特点是初步进入临床，根据疾病的

诊疗特点将所学过的医学知识重组，这一过程中能训练其临

床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传统的实习带教效果取决于带教老

师的负责程度，并且由于实习生较为分散，学校也不能实现

多次集中考核，这无疑降低了对实习生的培养水平。授课内

容包括内、外、妇、儿四门课程，授课模式是用治趣虚拟病

例系统向学生开放临床思维病例用于自主练习。每日在治趣

留置作业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定期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

估、考核。

3.2 实施过程
3.2.1 搭建组织

因大五学生在教学基地实习，为确保课程信息准确无

误地通知到每位学生，组建了联系人 QQ 群。将各大班长拉

入群中，大班长接到信息后通知给每个小班长，小班长负责

通知到每一位学生。教师负责内、外、妇、儿课程的授课，

通知课程信息，发布学习任务、作业及考核信息，通过雨课

堂及 QQ 群进行教学反馈，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

题。

3.2.2 病例训练
收到学习任务后学生实名登录治趣虚拟病例线上平台，

根据提示逐步操作，练习过程中允许学生查阅资料，与同伴

讨论。学生通过与虚拟病人的交互式应答，获取主诉、现病

史、既往史、个人史等病史，获得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及结

果反馈，做出临床诊断和治疗。病例是演变发展的，学生需

对病人入院后每日进行查房、治疗等，直至出院。

3.2.3 教学反馈
练习完成后，系统自动生成个人和班级评估报告，供

学生自省和教师参考。教师通过网络课梳理临床思维，解答

学生群体的共性问题。学生经文献检索、阅读和归纳整理，

自学新的学习目标，与教师互动讨论答疑，巩固疾病的相关

知识点。教师通过引导、反馈等形式，促进学生自身临床思

维的建立和知识的内化吸收。

3.3.4 作业与考核
在治趣虚拟病例系统平台每日向学生发布一次作业，

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强化学生练习，交流经验分

享。定期对学生进行考核，通过虚拟病例系统向学生发布考

试。每次考核均进行临床思维考核成绩分析与总结，掌握学

生内、外、妇、儿学习情况，为下一阶段的临床思维训练提

供依据及改进方向。

4 应用效果评价

面向实习生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共有 1273 名学生参与，

覆盖各实习基地，占本专业全部实习生的 61.05%，其中有

效问卷 1141 人。调查内容涉及到“教学安排与授课方式”“授

课内容及学习资源使用”和“教学互动效果”等方面。结果

显示：96.04% 的学生对线上学习课程设置满意，93.51% 的

学生认为教学安排和授课方式合理，绝大多数学生对本课程

的实用性、学习资源的使用以及线上互动效果表示满意，有

54 人对课程改进提出了有效的意见和建议。

5 应用的优势

5.1 缓解临床教学资源不足
虚拟病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培养方法的不

足，革新性的构建临床思维训练课程，通过典型的虚拟病人

临床案例，还原问诊、查体等诊疗病人的全过程。训练可

完全按照学生的时间安排，随时随地、自主、自由的练习，

与病人就诊时间无关。学生可以在模拟系统上进行反复的练

习，直到掌握为止，同样的病例和场景可被重复使用 [5]。

5.2 临床实践能力的评价趋于标准化
学生完成操作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分数，评价、反馈全

程信息化，并以“雷达图”的形式直观反映学生的各项能力，

摒弃依赖于教师的主观判断的传统方式。因此，考核时采取

标准化、客观化的评估模式进行考评，尽量减少主观评价误

差的发生概率，使临床实践能力评价结果更加公正客观。

6 结语

总之，临床思维的培养需要循序渐进和反复实践。每

个学生的思维方式都有个人色彩，思维过程也不是千篇一

律，故应重视量体裁衣。通过互联网和先进软件，还原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参与感，最终提高临床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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