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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traditional bone tumor teaching models have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and enhancing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bilities, simulation-based teaching techniques 
have emerged as a new educational approach and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in medic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explores 
an innovative educational model that integrates simulation-based teaching techniques into undergraduate bone tumor education, 
analyzing its impa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clinical skills, diagnostic thinking, and overall competence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relevant data. The paper provid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bone tumor education, offe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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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肿瘤本科教学中融入模拟诊疗技术的创新教育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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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学教育持续的发展，传统骨肿瘤教学模式遭遇诸多挑战，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以及诊疗技能提升方面，模拟诊疗技
术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手段，近些年来在医学教育里得到广泛运用，本研究探索了在骨肿瘤本科教学中融入模拟诊疗技术的
创新教育模式，剖析其对提升学生临床技能、诊疗思维以及综合素质的影响，凭借剖析教学实践案例和相关数据。本文给
出了优化骨肿瘤教学的具体策略，为骨肿瘤专业的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骨肿瘤；本科教学；模拟诊疗技术；创新教育模式；医学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卢新昌（1984-），男，中国河南鹤壁人，博

士，副主任医师，从事骨科临床教学研究。

【通讯作者】张雪萍（1987-），女，中国河南周口人，硕

士，副主任医师，从事MRI在骨科应用研究。

1 引言

在当下的医学教育范畴之中，怎样高效地培育出有坚

实理论根基以及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人才，已然成为教育领

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骨肿瘤属于一种常见且繁杂的恶性

肿瘤类型，其在诊疗进程中涉及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

高精度的技术标准要求，不过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比较侧重

于理论知识的阐释以及基础实验的开展，却忽略了学生在临

床实践过程中的实际体验以及技能方面的培育。把模拟诊疗

技术引入到骨肿瘤本科教学当中，可在不存在风险的环境里

让学生积累临床经验，并且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这已经成

为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个关键方向。

本文主要对模拟诊疗技术在骨肿瘤本科教学里的应用

展开探讨，剖析其于提升学生诊疗能力、强化思维训练以及

培养团队协作等层面所有的优势，同时结合实际教学案例给

出切实可行的创新教育模式。

2 骨肿瘤本科教学现状与挑战

2.1 骨肿瘤教育的传统模式及其局限性
在当下的医学教育体系里，骨肿瘤教学主要依靠课堂

讲授以及临床实习，传统教学模式着重于理论知识讲解，帮

学生去了解骨肿瘤的病理学、诊断方法、治疗方案等基础概

念，不过这种方式存在着局限性，首先是缺少对学生临床操

作技能的培育，课堂讲授一般侧重于知识传授，却较少涉及

实际操作的技能训练，致使学生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可能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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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操作经验，难以把理论知识转变为实际能力。虽说临

床实习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机会，然而因为医院资源有

限，像骨肿瘤这种较为少见的疾病，患者数量并不够多，学

生在实习期间可接触到的病例也比较有限，这让学生难以凭

借实际操作积累充足的经验，面对复杂的肿瘤病例时，学生

的临床判断和操作能力或许没有得到充分训练。另外传统模

式大多时候侧重于单一学科教学，缺乏跨学科的整合，学生

很难在多学科团队环境中培养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对其全

面的临床素养和临床决策能力产生了影响。

2.2 模拟诊疗技术的概念与发展
模拟诊疗技术借助仿真技术营造真实临床场景，能让

学生于模拟环境里开展操作与决策，是一种教育方法，该技

术主要是为学生搭建安全且无风险的学习平台，即便没有实

际患者，学生也可模拟真实临床场景来实施诊断、治疗以及

手术操作，以此提升临床能力，随着虚拟现实、计算机辅助

诊疗等技术发展，模拟诊疗技术在医学教育领域得以广泛运

用。这些技术可构建高度逼真的医学模拟环境，帮学生在虚

拟环境中练习复杂操作，借助实时反馈系统提升操作技能，

比如在骨肿瘤教学方面，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可模拟骨肿瘤的

诊断过程、影像学检查以及手术操作等，学生能依靠模拟手

术知晓如何切除肿瘤，学习术后护理及病理评估方法，提高

诊疗能力。近年来，这些技术持续进步与普及，使得模拟诊

疗成为医学教育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可弥补传统教学模式在

实际操作技能培养方面的欠缺。

2.3 传统教育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的骨肿瘤教育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向学生传授

基础知识，然而在实践环节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对学生诊

疗技能的培养有所欠缺，骨肿瘤属于一类复杂且罕见的疾

病，涉及病理分析、影像学检查以及手术治疗等多学科知识，

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学生接触到的病例数量有限，在骨肿瘤

这类稀有病症的治疗中，鉴于实际病例稀缺，学生大多时候

无法获取充足的实践经验。这致使学生在面对复杂病例时，

可能因缺乏足够经验而难以进行准确的临床判断与决策，而

且骨肿瘤的治疗一般需要跨学科团队协作，涉及肿瘤学、骨

科、放疗科以及病理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手段，

传统教学模式较少关注学科间的协同合作，学生在实践中难

以培养团队协作能力与跨学科整合思维。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传统教学模式对临床思维以及沟通

能力的培养关注较少，骨肿瘤治疗要求医生拥有强大的临床

思维以及诊断能力，学生要掌握理论知识，还得学会在实际

临床环境里怎样进行快速且有效的决策，不过传统教学模式

大多时候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却缺少临床思维方面的训

练。临床沟通能力同样是医生要有的一项技能，在面对病人

及其家属的时候，怎样清晰准确地沟通治疗方案、解释病情

并赢得患者的信任，这是医生成功治疗的关键所在，然而传

统模式下的课堂讲授以及实习经验在这方面的强调较为欠缺。

综合来看，传统骨肿瘤教育模式在理论知识传授方面

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以及跨学科协作能力培养

上，存在着较为十分突出的欠缺，随着模拟诊疗技术迅速发

展，这些问题逐渐有了改善，借助模拟环境里的实践训练，

学生可在不存在实际患者风险的情形下，开展较为全面的技

能训练，这提升了他们的操作能力，还推动了临床思维以及

团队合作能力的发展，为未来临床工作做好更充分准备。

3 模拟诊疗技术在骨肿瘤教学中的应用

3.1 模拟诊疗技术的教学优势
模拟诊疗技术用于骨肿瘤教学有着诸多优势，模拟平

台能依据不同病人的虚拟模型，给出个性化诊疗案例，帮学

生做出更精准的诊断与治疗决策，借助虚拟患者模拟，学生

可依据具体病情展开综合分析，巩固理论知识提升临床判断

能力，模拟环境供学生在无风险状况下开展临床操作，大幅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与临床反应速度。比如学生于模拟环境中

做手术操作时，可多次练习，反复修正操作错误，提高精确

度与熟练度，学生还可以借助模拟学习到像手术操作、放疗

以及化疗等复杂诊疗流程，经过这个过程，学生能掌握肿瘤

治疗的综合性技能，在面对真实患者时更具自信与能力，模

拟平台的交互性及反馈系统，还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时及时

察觉问题并改正，提高其自主学习与自我评估能力。

3.2 应用实例与教学效果
以某医学院作为实例，该学院借助引入模拟诊疗技术

来开展骨肿瘤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工作，采用模拟病人模

型、虚拟手术操作以及病例讨论等多种方式，学生可于模拟

场景当中开展肿瘤诊断、治疗方案设计以及决策分析等活

动，比如在一个模拟肿瘤病例里，学生依据影像学检查结果

与临床数据，对病变部位加以分析并设计出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这些模拟操作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疾病的不同表现，还

提升了临床决策能力，依据反馈数据可知，学生在诊疗能力、

团队合作以及临床思维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在团队合作

方面，模拟教学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互动契机，学生借助小组

讨论与病例分析，学会了怎样与其他学科的医生进行有效合

作，共同去解决复杂的临床问题。学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握也

更为扎实，这是由于模拟环境促使他们把所学理论知识与实

际病例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对知识应用的理解。

3.3 模拟诊疗技术的课程设计与实施
为能更有效地融入模拟诊疗技术，骨肿瘤教学课程需

要在整体设计以及实践教学这两方面作出调整，课程应当搭

建起一个有多层次、多维度特点的教学平台，该平台要覆盖

从基础知识学习一直到临床操作的整个过程，在对教学平台

进行设计时，要依据骨肿瘤的复杂特性，保证学生在不同学

习阶段可接触到和其学习进度相契合的模拟病例。学生掌握

基础知识之后，可逐渐进入到更高层次的模拟训练当中，像

是肿瘤手术模拟、放疗计划的设计以及实施等，课程内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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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临床实际状况，设计出符合医学教育标准的模拟病例，

保证学生在各种情形下可以碰到典型的诊疗问题，举例来

说，在设计虚拟肿瘤患者病例时，可以把患者的年龄、性别、

病史、诊断方法等多个因素考虑进去，模拟其在不同治疗阶

段的反应与变化，这样能让学生在多样的情境里训练并提升

自身能力。借助模拟诊疗技术，学生可获取丰富的实践经验，

还可以在不同临床环境下提高自身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课程设计还应重视跨学科的整合，促使学生在模拟过

程中体会到团队合作的意义，培养其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

模拟诊疗技术应用于骨肿瘤教学，对提升学生临床技

能有帮助，也能提高其临床思维与决策能力，经精心设计课

程及模拟病例，学生可更好地理解掌握骨肿瘤诊治流程，培

养全面医疗素质，随着模拟技术持续发展普及，未来医学教

育会更看重实践操作和跨学科协作，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

提供有力支持。

4 骨肿瘤教学中的创新教育模式

4.1 基于模拟诊疗技术的创新教学模式构建
模拟诊疗技术被引入，这意味着教学工具得到更新，

更代表着教学理念发生变革，鉴于此情况，骨肿瘤的教学模

式应当渐渐朝着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学习模式转变，在这样

的模式里，学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一方，而是借助参

与模拟诊疗的整个过程，主动去思考、做出决策以及进行操

作，以此来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优化
为了能更有效地融合模拟技术，教学内容设计需着重

关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运用翻转课堂、案例讨论以及团队

协作等多种教学方法，以此提升学生的参与感与互动性，在

教学方法层面，借助情景模拟、实战演练以及反馈评估等手

段，帮学生于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达成技能的

全面提升。

4.3 跨学科合作与教学资源共享
骨肿瘤教学需要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患者护理、心

理学等领域给予支持，教学时要鼓励不同学科展开合作，

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依靠共享教学资源提升教学效率与

质量。

5 模拟诊疗技术的挑战与前景

5.1 技术成本与资源配置
虽然模拟诊疗技术于教学而言存在一定优势，不过其

高昂的设备成本以及维护费用，依旧是诸多院校所面临的难

题，如此一来，怎样去平衡教学效果和成本投入，便成了未

来发展进程里的一个关键课题。

5.2 师资力量与教学能力的提升
模拟诊疗技术若要成功应用，离不开教师给予的支持

以及参与其中，可是不少教师还没有掌握这一新兴技术的

使用方式以及教学技巧，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并提升其素质，

在模拟诊疗方面的专业能力，是推动此项技术应用的关键

所在。

6 结语

模拟诊疗技术被引入后，为骨肿瘤本科教学给予了一

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优化了教学内容，还提升了学生实践能

力与临床思维，经过对模拟教学的持续探索优化，未来医学

教育会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诊疗技能、团队协作以及

临床决策等方面，尽管面临技术和资源方面的挑战，然而随

着教育技术不断发展，模拟诊疗技术会在骨肿瘤教学中发挥

变得日益关键作用，为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给予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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