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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arry out the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Ultrasound Diagnostics course oriented by post competenc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dical courses. Methods: From August 2021 to November 2022, the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Medical Imaging of the 2018 and 2019 grades at a certain medical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former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teaching mode, while the latter adopted the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method mainly consisting of “construction of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integration of PBL/CBL teaching, virtual operation 
and patient practice”. The theoretical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undergraduates after teaching were 
quantitatively compared,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tudents’ post competency. Results: A total of 225 stud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two groups. Among them, there were 112 in the control group (grade 2018) and 113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grade 2019). After the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the theoretical scores [(75.37 ± 9.15) vs. (65.59 ± 11.99)]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83.92 ± 6.94) vs. (78.18 ± 9.17)]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oretical	scor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eaching, the evaluation of self-assessment scores of post competenc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Conclusion: The blended teaching reform 
oriented by post competency can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core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Imaging, stimulate 
their enthusiasm for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ir post competency such as learning ability and techn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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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开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超声诊断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及实践，为医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方法：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选取广州某医科大学2018级与2019级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前者采用传统
理论教学模式，后者采用以“线上教学平台构建、融入PBL/CBL教学、虚拟操作与病患实操”为主的混合式教学改革方
法。量性比较两组本科生教学后的理论成绩、综合成绩，问卷调查学生对教改前后岗位胜任力的自评等。结果：两组学生
合计共225名。其中对照组（2018级）112名，试验组（2019级）113名。混合式教改后，试验组理论成绩[（75.37±9.15） 
vs.（65.59±11.99）]、综合成绩[（83.92±6.94） vs.（78.18±9.17）]均高于对照组，理论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教学后试验组对岗位胜任力自评度均高于对照组（P＜0.001）。结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可
提高影像学专业学生学习理论及综合成绩，激发其自主学习热情，对提升其学习能力、技术能力等岗位胜任力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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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超声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领域的日益扩大，

超声科医生岗位胜任力要求逐渐增高。岗位胜任力是指医生

在从事超声诊断、治疗工作时所需的一系列知识、技能和经

验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1]。然而《超声诊断学》传统教学模式

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诊断思维难建立、职业素养欠缺

等痛点。因此本研究在《超声诊断学》课程中开展以岗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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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力为导向的教学改革，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

过师生互动、小组讨论（包括 PBL、CBL、模拟实践、临床

见习等形式），增强学生的临床诊断能力和实操能力，提升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 [2]。

2 研究对象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11 月，整群选取广州某医科大

学参加《超声诊断学》课程学习的 225 名 2018 级和 2019 级

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2018 级 112 名本

科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2019 级 113 名本科生

为对照组，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纳入标准：① 2018 级与 2019 级在读医学影像专业本

科生；②结局指标：包含理论成绩、综合成绩等；③结局指标：

以计数资料或计量资料表示，计算标准化均数差。

排除标准：①课程中途休假 / 长期旷课的学生；②未能

正常参加过程考核或 / 和终末考核的学生。

3 研究工具

教改评价采取问卷调查方法，问卷内容为对于岗位胜

任力的自评，包括超声诊断技能、实践操作技能等。该问卷

Cronbach’s ɑ 系数为 0.74，信度良好。

4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超声诊断学》课程共 80 学时，线上 24 学时，线下

理论 40 学时、实践教学 16 学时，每学时 40 分钟。课程进

行了如下教学改革与实践。

4.1 重塑教学理念：培养目标与定位要求
课程团队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知识传授为主的教

学理念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能力培养为主。在知识目标方

面，应掌握《超声诊断学》的基础知识，包括超声波成像原理、

超声仪器操作技术等；在能力目标方面，应培养学生超声操

作实践技能，提高其解决问题与沟通能力；在素养目标方面，

使学生深入了解超声科工作的职业素养（如医德医风、人文

关怀精神、敬业精神等），意识到职业素养对于医生个人发

展和患者诊疗体验的重要性。

4.2 改革教学方案：“双线”发展与“多元”并驱
教学团队提出“双线”发展与“多元”并驱的教学方案，

“双线”发展是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有机结合 [3]，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双线并行。“多元”是指在教学内容、方法、

资源等多个方面实现多元化，并巧妙融入课前、课中及课后。

4.2.1 课前自主预习与思考
课程团队精选学习视频、课件和病例库等资料，并上

传至爱课教学平台（包括在线视频 35 个，图像 122 张，题

库 600 余道），提供名为“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浅表

病例分享”的临床病例库。采用任务驱动式自主学习：①建

立线上练习系统：课前布置自主学习任务，学生提前熟悉课

程目标，并完成练习题，深入思考。②创建线上讨论平台：

教师定期发布讨论主题，引导学生深入探讨，并进行答疑解

惑，促进学习的持续性和深度。

4.2.2 课中互动学习与实践
①传统理论教学：理论教学以教师传授重点知识为主，

辅以课件和教材为载体，在课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但其本身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教师往往着重于理论知识的

传授，忽略了实践技能的培养。此外，缺乏互动性和学生参

与度。

② PBL 教学：PBL 教学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

中心，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4]。教师通过设计

一系列临床问题（囊括图像分析、病变识别、诊断推导以及

检查方案制定等），并将学生分为 6~8 人小组，各小组成

员分工合作，利用图书馆、互联网、教材等资源，对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共同解决问题。

③ CBL 教学：CBL 教学强调以案例为核心，注重学生

的主动学习和探究 [5]。教师选取典型的临床病例，要求各组

学生分工合作，查阅相关资料，在教师的引导下，对病例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新

能力。

4.2.3 课后练习测评与反思
每阶段的课程结束后进行随堂小测及课后练习，教师

根据测评结果与学生评价，及时进行总结反思，调整教学设

计，优化教学模式。

4.3 衔接临床实践：虚拟操作与病患实操
为培养具有岗位胜任力的超声诊断人才，《超声诊断学》

的课程改革还致力于将理论知识高效转化为实践能力，为学

生提供真实的临床环境和病例资源。

4.3.1 虚拟超声系统
为弥补临床实践时间不足、患者配合度低等缺点，教

学团队引入一批超声虚拟操作模具供学生练习，通过模拟人

体结构和超声图像，为学生提供标准化且安全、可控的练习

环境。同时，模具还可以模仿各系统常见疾病的典型病变声

像，帮助学生加深印象，使理论知识具象化。

4.3.2 病患实操训练
通过与病患接触，学生可以紧密结合病史与体格检查

等信息，实时动态地观察超声图像，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不仅能巩固深化学生的上机操作技能，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

和诊断水平，还能有效培养其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

4.4 构建课程考核：综合考核与反馈机制
构建全面的课程考核模式是提升教学质量和确保本科

生掌握实践技能的重要环节。课程团队研究创新了考核与反

馈机制，使其更全面、客观及有效。

4.4.1 理论考核成绩
课程团队课程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考核，课程总评成

绩由过程性考核（50%）及终结性考核成绩（50%）构成，

其中终结性考核以考核理论基础知识为主。过程性考核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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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参与度（10%）、小组讨论（30%）、实践操作（10%）组成。

4.4.2 学生主观评价
教改评价采取问卷调查方法。问卷由《超声诊断学》

课程教学团队共同编制。通过问卷星发放，收集教改前后两

组学生对岗位胜任力的自我评价。

5 结果

5.1 两组学生教改前后考核成绩比较结果
教改前后，试验组理论成绩（75.37±9.15）分，综合

成绩（83.92±6.94）分，对照组理论成绩和综合成绩分别为

（65.59±11.99）分、（78.18±9.17）分。改革后的理论成

绩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成绩，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

异（P ＜ 0.01）。改革后的综合成绩也较改革前提升（详见 

表 1）。

表 1 教改前后两组学生理论和综合成绩比较 [（x±s），分 ]

组别 x±s t P

理论成绩

对照组（n=112） 65.59±11.99

试验组（n=113） 75.37±9.15 -6.874 ＜ 0.001

综合成绩

对照组（n=112） 78.18±9.17

试验组（n=113） 83.92±6.94 1.529 0.070

5.2 学生岗位胜任力自评调查结果
本次问卷遵循随机投放、自愿填写原则，共回收 16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55 份（对照组 76 份，试验组 79 份），

总有效率为 96.9%。结果显示，试验组对于将来胜任超声科

岗位工作更有信心（F=65.89，P ＜ 0.01）（详见表 2），

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表 2 教学改革前后两组学生的岗位胜任力自评比较（x±s）

组别 x±s F P

对照组（2018 级，n=79） 2.43±0.71

试验组（2019 级，n=76） 1.62±0.52 65.89 ＜ 0.001

6 讨论

6.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
本研究结果显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有助于激

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及临床操作技能 

（P＜ 0.05）。本研究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以病例为基础，

将理论知识与临床病例相结合，促进学生从病例出发主动学

习理论知识，培养超声临床技能。此外，教学团队共同建设

以爱课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化教学平台，使教学时间与空间具

有灵活性，学生有效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自主学习。这提示，

临床教师可采用多元化教学改革模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提高学业成绩和岗位胜任力。

6.2 课程改革仍需不断改进与完善
在《超声诊断学》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团队成员发

现仍面临以下问题与挑战：①学生个体差异度大，对于学习

主动性差的同学，仍需要教师加强监督与管理；②学生临床

实战经验不足。

临床教师应：①对学生核心的学习需求进行总结反思，

进一步优化网络教学资源，增加临床案例分析与操作演示视

频板块；②进一步推进 PBL 与 CBL 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

引入更多的临床案例，提升临床思维。

7 结语

本研究进行《超声诊断学》教学改革，可提高影像学

专业学生理论成绩及综合成绩，激发其自主学习热情，对提

升其岗位胜任力有促进作用，为医学类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

考借鉴。下一步将继续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加强实践

教学环节和师资队伍建设，并积极探索信息化教学、临床实

践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以期培养出更多具备岗位胜任力的

超声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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