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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New” and the “Excellent Doct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la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basic	medical	morphological	experiment	on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First,	 the	research	fiel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asic	
medical	morphology,	its	importance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main	contents	and	methods	in	the	experiment	are	briefly	described.	
Secondly,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were	deeply	understood,	and	the	relevant	training	
methods,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were	discussed.	Finally,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	and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to	evaluat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basic	medical	morphological	experiments	on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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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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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四新”建设和“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提出，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此论文探讨了基础
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响。首先，简述了基础医学形态学的研究领域和特性、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以
及实验中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其次，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定义以及特性进行了深入了解，并探讨了相关培养方法、评价
标准和量化指标。最后，采用了科学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收集并分析数据，以评估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
维能力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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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学教育的改革，医学教育

界开始倾向于探讨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问题。在现代医

学教育中，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

对于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响却往往被忽视。论文将对

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基础医学形态学实

验的教育价值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

2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的介绍

2.1 基础医学形态学的定义与研究领域
基础医学形态学是研究人体结构与组织构成的学科，

主要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学和细胞学等

学科。解剖学研究人体各器官的形态结构、相互关系及其功

能；组织学研究器官的各种组织的结构、功能；病理学研究

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

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细胞学研究人体各种组织和器官的

基本单位——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基础医学形态学是医学教

育的重要基础学科，为临床医学提供理论基础 [1]。

2.2 特性及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2.2.1 多学科交叉性
基础医学形态学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解剖学、组织学、

病理学等，这些学科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基础医学形态学

的知识体系。通过学习基础医学形态学，学生可以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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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结构和功能，为后续的临床实践奠定良好的基础。

2.2.2 渗透性
基础医学形态学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各个阶段，从本科教

育到研究生教育，都需要进行相关的学习和实践。基础医学形

态学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更是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

互促进的关系，对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2.2.3 为临床思维的培养奠定基础
基础医学形态学作为医学教育的基础科目，为学生理

解和分析临床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背景。通过学习基础医

学形态学，学生可以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和组织，对临床实

践中的病理变化和病理过程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准

确地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 [2]。

2.2.4 培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要求学生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

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

要细致入微地观察组织的结构和变化，通过对比和分析来得

出结论。这种观察和分析能力是临床工作不可或缺的技能。

2.2.5 培养判断和决策能力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中的细致观察和分析过程，培养

了学生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学生需要从大量的数据中筛选和

判断，通过合理的推理和决策来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对于临

床医生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合理的

诊断和治疗方案选择。

2.3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主要包括解剖实验、组织学实验

和细胞学实验。

解剖实验是通过尸体解剖来了解人体器官的形态结构

和解剖位置。通过手动操作，学生可以直观地观察和理解人

体器官的形态特征，从而深入了解解剖学知识。

组织学实验是使用显微镜观察和研究组织的微观结构

和组织细胞的形态特点，为学生提供细胞和组织学的基础知

识。学生可以通过制作和染色组织切片，观察和分析不同组

织的结构和特征。

细胞学实验是对细胞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实验，通过显

微镜观察细胞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学生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

和形态的细胞进行观察，了解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由于其临床意义和重要性，被广

泛应用于医学教育中，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解剖结构、组织

构成和细胞特征的能力，以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

实践能力 [3]。通过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的学习，学生能够全

面了解人体结构和组织构成的相关知识，为后续的临床诊断

和治疗提供必要的基础。

3 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定义和培养方法

3.1 临床思维能力的含义与特性
临床思维能力是指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针对患者问题

的分析、推理和决策能力。它是医学生在面对患者临床问题

时展现出的一种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是培养医学生成为优

秀临床医生的重要素养之一。

临床思维能力具有以下特性：

①问题导向性：临床思维能力是针对患者问题的思考

能力，旨在解决问题、诊断疾病和制定治疗方案。

②综合性：临床思维能力要求医学生将多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进行整合和应用，从而形成对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

③逻辑性：临床思维能力要求医学生按照逻辑思维的

规律，进行认知和推理，从而得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④判断性：临床思维能力要求医学生能够准确判断患

者病情的轻重缓急，及时决策，确保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

3.2 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方法
①案例分析法：通过真实或模拟的病例，让医学生进

行分析和推理，培养他们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②经验传承法：在师傅指导下，医学生通过参与临床

实践，跟随医师观察、诊断和治疗患者，积累实践经验，提

高临床思维能力。

③小组讨论法：将医学生分为小组，对实践中碰到的问

题进行讨论和解决，培养他们团队合作和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④问题导向教学法：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问题为导向，通

过引导他们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其临床思维能力的发展。

⑤模拟病例培训法：通过高度还原真实病例的模拟训

练，让医学生在模拟环境中进行诊断和治疗，培养其在真实

临床场景中应对问题的能力。

3.3 评价临床思维能力的标准与量化指标
临床思维能力是指医学生在面对临床问题时，运用系

统化的思考过程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的能力。评价临床思

维能力的标准和量化指标是为了客观地衡量学生在临床思

维方面的能力，并为教育和培养提供指导和参考 [4]。

3.3.1 评价临床思维能力的标准
①逻辑性：学生是否能够按照科学的思维方法，合理运

用医学知识和原理进行问题解决，确保推理和论证的正确性。

②分析能力：学生是否能够准确地收集、整理并分析

临床情况的关键信息，根据患者病史、体征以及相关实验室

检查结果等进行判断和推理。

③问题解决能力：学生是否能够在复杂的临床情况下，

准确识别患者问题并提出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能够应对意

外情况并做出相应调整。

④沟通能力：学生是否能够与患者和其他医疗团队成

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包括倾听和表达能力，以及组织

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

⑤判断能力：学生是否能够在面临矛盾或者不确定性情

况下，准确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风险评估和决策能力。

3.3.2 评价临床思维能力的量化指标
①认知测试：利用标准化的医学认知测试评估学生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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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医学知识和临床思维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如医学考试等。

②病例分析：通过学生对真实或模拟病例进行分析，

评估其对病情的解读能力和识别问题的能力。

③临床实践表现评估：通过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的表现，

评估其对临床问题的处理能力和专业素养，包括病史采集、

体格检查、诊断和治疗等方面。

④团队沟通与合作评估：通过学生在团队中的角色表

现、沟通协作能力和决策思维等方面进行评估，包括小组讨

论、模拟场景演练等。

⑤反思和反馈评估：通过学生对自己临床思维过程的

反思和他人的专业反馈评估，促进学生的自我认知和提高。

评价临床思维能力的标准和量化指标的选择应根据具

体的教育和培养目标，还要考虑评价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综合考虑不同评价指标的结果，可以提供全面有效地评

估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依据，并为教学改进和个体学生的发

展提供参考和指导。

4 评估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
能力的影响

4.1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为了评估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

影响，采用了实验研究设计。在一所医科大学的两个年级中，

随机选择了两个班级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组中实施

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教学，而对照组则进行常规教学，不进

行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教学。

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实验进行期间，使用了多种研究

方法来收集数据。通过观察学生在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中的

表现来评估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记录了学生在实验中的主

动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数据的能力以及提出合理推断

的能力。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让学生自评他们在实验前

后的临床思维能力差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取学生对自

己临床思维能力变化的主观感受。还请来了一些临床医生作

为外部评估者，对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进行评价和打分。

4.2 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4.2.1 数据收集方法
为了评估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

影响，采用了以下数据收集方法。

在试验前对参与实验的学生进行了基线调查，以了解

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水平。调查采用了已有的经过验证的问

卷工具，如国际医学教育联盟开发的临床思维能力评估问

卷。该问卷包括了一系列与临床思维相关的问题，涵盖了问

题解决能力、病例分析能力、临床推理能力等方面。

在实验结束后对学生进行了实验后评估，评估内容包

括了对实验过程的反思、对实验结果的解读和对实验相关知

识的应用等。采用了开放式问答题和情景模拟题等形式来评

估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4.2.2 数据分析方法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以全面地评估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

影响。

对于定量数据，使用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和实验后评

估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计算均值、标准偏差

和频率分布等统计指标，以描述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的整体

水平和分布情况。

对于定性数据，进行了系统性的内容分析。对学生实验

操作和观察结果的记录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将学生的实验后评

估答案进行了编码和归纳，以提取出主要的观点和思维过程。

4.3 研究结果与讨论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发现实验组学生在基础医学形

态学实验中的表现优于对照组学生在其他临床学科实验中

的表现。实验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主动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析数据的能力及提出合理推断的能力。这表明基础医学形

态学实验对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有积极的影响 [5]。

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基础医学形态学实验

对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不仅

对医学教育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学生未来的临床实践

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5 结语

本研究从中心导向层面，阐述并深入了解了基础医学

形态学实验对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对当前医

学教育界来说，依旧具备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结果表明，

基础医学实验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体现了

医学形态学在医学教育上的重要价值。然而，仍然有些观点

并未深入探究，如在进行实验时应如何设计课程以使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如何调整教学策略以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等问题。为此，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者针对这些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并尝试找出可能的解决办法，从而为医学教

育的进一步改善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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