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全科医学·2025� 第6卷� 第2期

103

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应用于普外科
教学中的效果分析

齐生智 贺晓莲*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 要：目的：在普外科教学中，对采用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融合的实际效果进行观察研

究。方法：纳入时间范围为2022年10月-2024年10月期间，以我院实习的6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采用的教学方式
差异分组，具体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两个组别，各组学生人数均为34例。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教学方法，实验组学生
采用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德育素养评分变化情况、考核成绩评分、带教满

意率。结果：教学后，实验组学生的德育素养水平较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分
明显更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学生的带教满意率明显更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对于普外科教学进程来说，采用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价值较为显著，不但能够提升学生的德育

素养水平，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实操能力，使得学生的带教满意率明显提高，具有相对较高的临床应用以及

实际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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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于医学人才培养教育来说，不单单需要注

重理论知识教学，还需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育人层面。

对于传统的普外科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带教人员大都提

倡将专业课程与德育教育内容相分离，存在融合度较差

的特点。而构建医学专业教育体系，大都更加重视医学

实操能力，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度有待提升。大多数

医学专业学生存在德育理念薄弱的情况，带教人员也没

有将重心放在挖掘德育教育资源层面，导致学生没有形

成良好仁爱精神。在普外科教学活动中，应当渗透德育

教育思想，真正将育人与教学融合，传授人文思想、医

学伦理知识、道德素养形成必要性等，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学生的德育素养水平。本次研究对对照组学生采

用常规教学方法，实验组学生采用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

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德育素养评

分变化情况、考核成绩评分、带教满意率，现对具体内

容做出如下阐述与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时间范围为2022年10月-2024年10月期间，以我

院实习的6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采用的教学方式差
异分组，具体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两个组别，各组学生

人数均为34例。对照组男性为14名，女性为20名，年龄
为19-22岁，平均（20.75±0.63）岁；实验组男性为13名，
女性为21名，年龄为19-22岁，平均（20.06±0.49）岁。两
组学生基础资料数据结果存在差别不大，可进行比较研

究（P > 0.05）。
1.1.1  纳入标准
同一教师进行教学；学生了解本次研究内容，配合

度较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正常，可沟通。

1.1.2  排除标准
德育教学课程缺席超过3d；同时参与其他研究学

生；学生教学配合度较差，中途退出研究。

1.2  方法
带教人员对全部学生以《外科学》课程标准制定与

促进教学计划顺利实施，对照组学生采用常规教学方

法：开展常规德育教学工作，进行理论知识教学、开展

专项技能培训活动。

实验组学生采用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

学模式：（1）课前准备。学校应重视教研小组的建设，
确保小组成员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端正的教学态度和高

度的责任意识。教研小组是实施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

式的核心力量，他们负责将德育元素与普外科教育相结

合，完善德育教育模式。在教研过程中，科研小组应进

行深入讨论，探索如何将医者仁心、爱国情怀等德育元

素融入普外科教学中。同时，学校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

专家学者定期举办讲座，分享他们在德育教育方面的经

验，以提升德育教育的有效性。教师作为教学的直接实

施者，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其应根据教学目标，从教

学资源库中提取与本节课程相关的德育教育内容，并结

合普外科教学的特点，有效利用这些教学资源。通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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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准备，确保德育教育与医学教学有机融合；（2）课中
教学。在课中教学阶段，教师应以德育元素为核心，将

医者仁心融入普外科教学的全过程，如通过讲解古代医

家的典故，使学生深刻理解医者仁心内涵，树立起行医

求仁、敬畏生命的良好职业观念。这些典故不仅富含深

刻道德观念，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接受德育教育。此外，教师还应科学引导学

生了解普外科发展历程，使学生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事物。在日常学习实践阶段鼓励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和外

科发展史提出问题，培养其独立思考意识和职业素养。

为增强德育教育吸引力，教师还可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

中。例如采用翻转课堂、慕课等教学模式，使课程德育

教学模式更加生动形象。通过这些创新的教学方式，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德育教育的效果；

（3）课后阶段。在课后阶段，教师应继续发挥德育教
育作用，巩固课堂教学成果。例如，可以借助微信公众

号为学生推送德育教育知识，使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接

受到德育教育的熏陶。同时，鼓励学生之间加强交流，

分享彼此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在无形中提升学生德育

素养。

1.3  观察指标

（1）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德育素养评分变化情况：
教学前后，对学生的德育素养进行评估，实际项目则包括

职业素养、医学素养、道德素养、文化水平。各项分数为

0-20分，分数越接近0分则表示学生的政治素养越低。
（2）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分：具体考核

项目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各项分数为0-100
分，分数越接近0分，则表示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
能力考核成绩越低。

（3）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带教满意率：完成教学活
动后，向学生发放教学满意度调查评估问卷，实际内容

为责任意识、教学态度、激发学习兴趣、理论基础知识

稳固等。总分为0-100分，实际等级划分为十分满意、满
意、不满意，分数越接近100分表示带教满意率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 ）”表示，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
用χ2检验，当P < 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德育素养评分变化情况
具体数据如表1，教学后，实验组学生的德育素养水

平较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表1��对照组与实验组学生的德育素养评分变化情况比较（分， ）

组别
职业素养 医学素养 法治意识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实验组（n = 34） 6.52±0.35 15.56±1.05 7.02±0.58 16.05±0.36 6.85±0.47 16.89±1.56
对照组（n = 34） 6.73±0.44 10.23±1.78 7.39±0.56 10.42±0.29 6.64±0.62 10.47±1.35

T值 2.178 15.039 2.676 71.014 1.574 18.145
P值 0.033 0.000 0.009 0.000 0.120 0.000

组别
道德素养 文化水平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实验组（n = 34） 8.53±0.59 17.71±0.87 7.55±0.51 16.94±1.47 10.42±1.02 17.58±1.89
对照组（n = 34） 8.69±0.66 11.56±0.69 7.69±0.36 11.08±1.69 10.63±1.14 12.45±1.68

T值 1.054 32.295 1.308 15.255 0.800 11.829
P值 0.296 0.000 0.196 0.000 0.426 0.000

2.2  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分
具体数据如表2，实验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分明显更

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表2��对照组与实验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分比较(分， )

组别 理论知识 专业技能

实验组（n = 34） 94.52±2.04 92.56±3.06
对照组（n = 34） 80.42±2.89 81.57±3.15

T值 23.241 14.592
P值 0.000 0.000

2.3  观察研究两组学生的带教满意率
具体数据如表3，实验组学生的带教满意率明显更

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表3��对照组与实验组学生的带教满意率比较

组别
十分满意
（n,%）

满意
（n,%）

不满意
（n,%）

患者满意度
（n,%）

实验组
（n = 34）

19（55.88） 14（41.18） 1（2.94） 33（97.06）

对照组
（n = 34）

15（44.12） 10（29.41） 9（26.47） 25（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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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别
十分满意
（n,%）

满意
（n,%）

不满意
（n,%）

患者满意度
（n,%）

X 2值 —— —— —— 7.503
P值 —— —— —— 0.006

3��讨论

当前，课程德育教育存在碎片化情况，未能根据专

业课程进行整合设计，存在课程德育教育标准统一的情

况。课程德育在多项基础课程都得到了开展，但普外科

临床医学中开展较少，因为普外科的医学专业性较强，

并且学习任务也十分繁重，因课程德育与医学教育融合

不够紧密，这难以丰富学生医学理论知识，甚至导致部

分学生对德育教育存在抵触情绪。而采用医学教育课程

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可推动普外科专业培养和德

育教育同行，使学生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医学时

间中尊重患者权益，进而为医疗活动的重点。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后，实验组学生的德育素

养水平较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从中不难了
解到，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有助于

提升学生的德育素养水平，在传统医学教育中，很多时

候更注重专业知识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德育素养培养。

但作为一名医生，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还需

要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在教学中融入德育元素，如家国

情怀、政治认同、法治意识等，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该教学模

式能提高学生考核成绩。实验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评分明

显更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这因为在一体
化教学模式下，教师更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不仅传授专

业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这种教学方式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而提高自身

学习效率。同时，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

模式还能提高学生带教满意率，实验组学生的带教满意

率明显更高，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这种教学模
式得到了学生广泛认可，在一体化教学模式下，教师会

更注重与学生沟通互动，关注学生需求反馈，然后再这

一基础上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有助于增强师生的信任，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最

后，医学教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实施也需

要教师积极参与，并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提高自身的德

育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学校也要为教师提供必要的

支持，如成立教研小组、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等，以

提升教师的德育教育水平和教学效果。

综上内容，对于普外科教学进程来说，采用医学教

学课堂与德育教育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价值较为显著，不

但能够提升学生的德育素养水平，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理

论成绩、实操能力，使得学生的带教满意率明显提高，

具有相对较高的临床应用以及实际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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