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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医学人才培养，我校于 2012 年 9月开始启动卓越医

师教育改革，采用“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重组基础与

临床课程，以疾病为中心，以器官和系统为模块，讲述各器官系

统疾病发生前后的形态、结构及功能改变，删减重复内容，从而

达到节省理论授课时间，增加学生自主学习、课堂讨论及实践教

学机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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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就我校超声教研室在 2012~2014 级卓越

医师专业超声诊断学（自编讲义）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改革和质

量控制， 对超声诊断在各系统中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不断革新进

行了总结和探讨。

一、重视超声医学基础，促进图像理解

超声诊断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教学目的是培养学

生的图像分析和综合判断能力。 首先，要重视各器官声像图产

生的原理，如囊肿、胆汁、尿液及腔内积液等液体表现为无回声，

而出血、脓液同样是液体，因为透声性差，液体里面可能含有蛋

白成分则表现为有回声。 在讲解多普勒效应原理时，让学生明

白只有运动的流体才会产生多普勒效应， 因此多普勒超声检测

心脏和大血管的血流变化非常重要。 其次，要重视超声诊断涉

及的临床各科基础知识，包括疾病的解剖、病理、生理及临床表

现等，特别要将解剖知识和临床表现与诊断相结合，贯穿于超声

教学过程。

二、围绕器官系统理解，突出教学重点

针对临床卓越医师专业的教学方式是“以器官系统为中心”

的课程教学，超声诊断学的教学内容主要贯穿于消化、泌尿、心

血管及生殖等各个系统中，内容繁多，涉及面广。 而对于卓越医

师班学生而言，分配的教学课时却很少，学生在极其有限的时间

内掌握这些内容的难度非常大。 以消化系统疾病教学为例，首

先在超声诊断概论中学习超声影像的基本原理和声像特征，而

在各论中则重点突出疾病的超声图像特征；在各论的教学中采

用了纵横两条线， 纵线贯穿于同一系统中不同疾病的声像图特

征，如肝囊肿的特征性改变为肝内存在边缘光滑清晰的无回声

区，肝脓肿多呈团块状低回声伴周边稍高回声的炎性反应区，肝

血管瘤的特征性改变为筛孔状均匀致密高回声， 原发性肝癌的

特征性表现为肝内结节内部呈不均匀回声，部分具有特异性周

围暗环；横线则贯穿于不同系统中类似疾病的声像图特征，如肝

囊肿、肾囊肿及卵巢囊肿等虽然发生部位不同，但有类似的声像

图特点。 通过这种整合有利于突出超声教学重点， 强化重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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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理解和应用，也方便了学生记忆。

三、融合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超声诊断学是逻辑性、 抽象性及精确性均较强的学科。 传

统讲述式理论教学模式枯燥乏味，结合多媒体、影像图片、直观

模型、临床实例及当前新开展的超声虚拟数据等多种介体，尤其

是在见习和实习课中，通常可以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形

象化、晦涩问题清晰化，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1.传统讲述式教学法：采用大班教学的方式，课堂上以教师

为主体进行知识点的讲解，学生被动听课。 这种教学法在超声

理论教学中仍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适用于所有学生，且知识点的

系统性和准确性也高， 是其他教学方法不能完全替代的。 该方

法主要应用于理论性强、难以理解的章节，如超声基础部分和各

章节的总论部分。结合多媒体的使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课堂上教师要注意主动增加师生互动环节，调整语速语调，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导向的

一种教学方法，适合于小组形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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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分组的学生围绕

预设的问题展开讨论，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思考及讨论辩论

等方式抽丝剥茧、 逐一揭开问题的面纱。 这种教学法可确保小

组的每位同学均能主动参与其中，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开放

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教学效

果良好，尤其在“以系统器官为中心”进行教学的临床卓越医师

班中，对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非常有益。

3.以案例为中心的教学法：该教学法是在以问题为导向教

学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以问题为基础”上增加了“以病例为

先导”，通常也仅适用于小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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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教学方法需要教师提供

经典病例，以典型的超声表现结合临床提出问题，学生根据所学

知识和查阅的资料，结合基础与临床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得出结

论。 该教学法可以加深学生对疾病的理解。

4.图像分析教学法：超声诊断学以形态学为主，然而很多客

观原因决定了超声教学不可能完全在床旁进行，因此图文并茂

的多媒体教学平台在超声教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超声多媒体教

学平台可以集动静态声像图、声音、色彩及动画等为一体，形象

而生动，避免了枯燥乏味的全文本式教学，学生更容易理解，老

师的表达也更加明确。例如，二尖瓣狭窄的“城墙样改变”，动态超

声声像图能形象地显示出二尖瓣后叶与前叶呈同向运动的特点。

医学影像存档与传输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在超声影像诊断中的应用已很广泛，建立校园局

域网内的 PACS教学系统有利于师生通过网络访问进行自主检

索、学习、考试与评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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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PACS教学系统的不断改进、完

善，必将促进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充分激发学生对超声

诊断学进行探索、实践的浓厚兴趣。

5.比较影像教学法：疾病的影像学诊断包括超声、X 线、CT

及 MRI 等多种方法。 如何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方便、快捷地

掌握疾病的超声诊断特征，可结合多种影像诊断进行对比分析，

从分析中突出超声特点，增强理解和记忆，同时通过比较使学生

对各种影像检查的优缺点有进一步的认识， 以便于选择最佳的

检查方式。 如肠梗阻的影像学检查，虽然 X 线检查能显示肠腔

积气、积液，但早期肠梗阻的肠腔积气少，X 线检出率低；而超声

检查可显示肠腔扩张，对内部液体、内容物、粪石及肿瘤等情况

显示清晰，但易受透声条件的影响；如选择螺旋 CT 检查，则不

易受患者腹腔条件的影响，但患者必须暴露在放射线下，费用也

较高，且床旁检查不及超声便捷。

6.虚拟超声系统教学法：虚拟超声系统借助于多媒体仿真

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使实践者体验真实环境下各系统超声检

查，构建一个网络化的虚拟超声影像学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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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云南省第四人民医院）超声科医师以 PACS 系统和

医院信息共享系统为基础，通过联机影像将扫查中所需图像根

据需要进行动态图像采集，并保存于共享文件夹中，初步建立比

较完善的超声影像教学素材库及在线考核数据库；同时，将影像

学知识与解剖、病理及临床医学等知识融为一体，逐步建设包括

超声原理与图像分析解析、超声仪器虚拟操作、人体超声虚拟检

查及典型超声虚拟病患数据库在内的网络虚拟平台， 为今后开

展虚拟超声系统教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四、加强教学质量控制，理论与实践考核并重

提高超声诊断学的教学质量，不仅需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

变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更需加强教学管理和质量控

制。 除了加强日常教学管理， 本课题组尤其加强了实践能力方

面的考核。 传统超声诊断学的考试基本局限于理论笔试，该方

法仅能考核学生对一些知识点的记忆能力，却无法评价其作为

超声医师的实际诊断能力， 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 超声诊断学

的考试应包括理论知识、上机操作及 PACS 系统阅片 3 部分，并

适当提高后两者的分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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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PACS 系统阅片部分主要安排

在学生见习和阶段性考查中， 作为学生平时考核的重要内容之

一。 随着将来虚拟超声影像学教学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实践性

考核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可为培养应用型卓越医师人才提供一

条新思路。

五、总结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将超声医学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及基本临床技能融合为一个整体，使知识之间相互

铺垫、相互联系，不仅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强化记忆，在

打好坚实基础的前提下， 还有利于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合

理整合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紧密结合临床，充分激发学生对超

声诊断学的浓厚兴趣。 只有通过对超声诊断学教学的进一步深

化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才能真正对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教育发

挥出积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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