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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病例导入与多学科诊疗（MDT）模式相结合在甲状腺肿瘤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分析其对学生理

论知识掌握和临床技能培养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4 年 9—11 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和甲状腺外科学习的 72

名学生（2023 级研究生 29 名，2021 级本科生 43 名 , 研究对象均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生），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6 名。观察组采用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比较两组学

生在考核评分、带教满意度及学习兴趣激发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92.31±4.12）显著高于

对照组（84.76±5.25），实践技能评分（45.62±3.15）也高于对照组（38.93±3.78）（P ＜ 0.05）。观察组在带教满意度和

学习兴趣评分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更有效地提高甲状腺肿瘤临

床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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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bining case-based Learning (CBL) with the multi-dis-

ciplinary team (MDT) model in clinical teaching for thyroid tumors and analyze its impact on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 
ledge and clinical skills development. Methods A total of 72 students (29 post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2023 cohort 

and 4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2021 cohort) study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Oncology and Department of Thyroid 
Surgery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zhou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24 to Nov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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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甲状腺肿瘤是内分泌系统中最常见的肿瘤类

型。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分化型甲状腺

癌和甲状腺髓样癌的早期诊断与精准治疗逐渐成为

临床研究的重点。然而，甲状腺肿瘤的诊治涉及多

个学科领域，如内分泌学、肿瘤学、外科学及病理

学等，其复杂性为医学教学带来了挑战 [1]。传统教

学模式多以教师为中心，通过理论灌输和临床观摩

的方式培养学生，但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参

与度低、无法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 [2]。

病 例 导 入 式 教 学 法（Case-Based Learning，
CBL）以临床实际病例为导向，通过分析真实病例

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 [3]。此外，

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
模式通过多个相关学科的协作，对复杂病例进行全

面分析，优化治疗方案，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实践，

其多维度诊疗思路对学生的诊疗能力提升具有积

极作用 [4]。将病例导入与 MDT 模式相结合用于

甲状腺肿瘤临床教学，可帮助学生从多学科角度理

解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高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实

践技能。

目前，对于病例导入与 MDT 模式相结合在甲

状腺肿瘤临床教学中的效果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分

化型甲状腺癌和甲状腺髓样癌为案例，结合病例导

入与 MDT 模式，分析其在丰富学生理论知识、提

升学生实践技能和学习兴趣方面的作用，为甲状腺

肿瘤临床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4 年 9—11 月期间在我院肿瘤

内科和甲状腺外科轮转学习的 72 名临床医学专业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 2023 级研究生 29 名

和 2021 级本科生 43 名。研究对象均为本院学生，

并完成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相关课程，具备一

定的理论知识。所有学生被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36 人。

观察组，男生 19 人，女生 17 人，平均年龄为

（24.29±1.08）岁；对照组，男生 20 人，女生 16
人，平均年龄为（24.36±1.12）岁。两组学生在

性别、年龄、学历构成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此外，两组学生在

进入研究前均未接受过与病例导入或 MDT 模式相

关的教学方法培训，确保基线一致性。

研究病例来自我院既往或现有临床优秀复杂病

例，包括 12 例典型病例，其中分化型甲状腺癌和

甲状腺髓样癌各 6 例。

1.2 方法

1.2.1 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由带教老师主导，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教学内容包括专题讲座、临床

查房和病例讨论。

（1）专题讲座：由带教老师讲授甲状腺肿瘤

的基本知识，包括疾病的解剖、生理、病理特征及

主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2）临床查房：学生随带教老师查房，观察

as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6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CBL + MDT teaching model,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The differences in assessment scores,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intere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2.31 ± 4.12)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84.76 ± 5.25), and their practical skills scores (45.62 ± 3.15) were 
also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38.93 ± 3.78) (P ＜ 0.05). Additional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in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learning interest scores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case-
based learning with the MDT model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eaching for thyroid tumors,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practical skills.

【Key words】Case-Based Learning(CRL); 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 Thyroid Tumors; Clinical Teaching;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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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过程，了解病例特点，但参与度较低，仅通过

提问和简单讨论与老师互动。

（3）病例讨论：带教老师总结病例后提出问

题，学生根据问题回答，在回答过程中强调理论知

识，较少结合临床实际。

1.2.2 观察组：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

观察组采用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1）案例选择与预习准备：带教老师提前选

取典型病例，将病例资料以电子形式分发给学生，

包括患者病史、检查结果、治疗计划等。学生需查

阅文献，形成初步诊断和治疗方案，并准备在课堂

上进行汇报。

（2）MDT 讨论环节：课堂上以病例为导向，

组建由学生、带教老师及多学科（肿瘤内科、甲状

腺外科、内分泌科、核医学科及病理科等）专家组

成的讨论团队。在 MDT 讨论环节，将学生分为不

同的小组，围绕病例的诊疗方案进行汇报，并结合

相关文献和临床指南提出个人见解。讨论结束后，

由各学科的专家对汇报内容逐一进行点评，并结合

实际病例进行优化，确保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多学科

协作的诊疗思路。

（3）总结与反馈：讨论结束后，由带教老师

总结病例的诊疗过程，结合学生和专家的意见对诊

疗方案进行优化，并回答学生的疑问，强化关键知

识点。

1.3 教学实施流程

1.3.1 教学目标设置

教学目标以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实践能

力为核心，包括以下几个。

（1）掌握甲状腺肿瘤的主要分型及其诊断和

治疗路径（考核成绩达到 85 分以上）。

（2）提高学生分析实际病例的能力，尤其是

结合多学科观点优化诊疗方案的能力。

（3）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小组讨论和案例汇报完成实践考核，为未来的

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具体安排如下。

（1）专题讲座：每周 1 次，每次 2 小时，讲

授疾病的基础知识。

（2）临床查房：每周 1 次，每次 3 小时，学

生随带教老师查房，观察和学习临床诊断。

（3）小组讨论：每周 2 次，每次 1 小时，围

绕甲状腺肿瘤的病例进行讨论，学生分组汇报并提

出诊疗方案。

1.3.2 教学时间安排

整个教学过程持续 3 个月，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1 个月）：基础知识传授阶段，重

点讲授甲状腺肿瘤的解剖、生理和病理特征，以及

常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第二阶段（1 个月）：病例分析阶段，学生开

始接触典型病例，参与讨论，形成初步诊疗方案，

并在 MDT 团队的指导下优化方案。

第三阶段（1 个月）：综合实践阶段，学生参

与实际临床查房和诊疗，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

并由带教老师进行针对性指导。

1.3.3 多学科协作细节

MDT 模式的核心在于多学科专家的协作，具

体如下。

（1）内分泌科专家：分析甲状腺功能检查结

果，提出围手术期甲状腺功能控制和术后激素抑制

治疗建议。

（2）影像学专家：评估超声和 CT 检查结果，

判断肿瘤分期和浸润范围。

（3）甲状腺外科专家：设计手术方案，解释

围手术期和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4）肿瘤内科专家：评估晚期甲状腺癌的化

疗、放疗及靶向药物治疗策略（尤其是新辅助治疗

策略）。

（5）病理科专家：解读病理报告，明确肿瘤

分型，为诊断提供依据。

（6）核医学科专家：评估和解读分化型甲状

腺癌术后放射性碘治疗，提出对于碘难治性分化型

甲状腺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策略。

1.3.4 学习反馈机制

每个教学环节结束后，学生需完成学习反馈表，

包括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自身掌握情况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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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带教老师优化后续教学安排。

1.4 评价指标

1.4.1 理论知识考核评分

采用闭卷考试评估学生对甲状腺肿瘤相关理论

知识的掌握情况，满分 100 分，内容涵盖疾病病理

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及治疗原则等。

1.4.2 实践技能考核评分

通过模拟病例操作评估学生的实践能力，包括

问诊、体格检查、诊断分析及方案制订，满分 50 分，

重点考查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1.4.3 带教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评估学生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的满意度，问卷内容包括带教老师表现、教学内容

设计、教学效果等多个维度，总分 100 分。

1.4.4 学习兴趣激发

通过 5 个问题的量表评估学生对教学模式的兴

趣，采用Likert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学习兴趣越大。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x²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理论知识考核评分比较

在理论知识考核方面，观察组学生的平均

得分为（92.31±4.12）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4.76±5.25）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如表 1 所示。

2.2 实践技能考核评分比较

在实践技能考核中，观察组学生的平均得分为

（45.62±3.15）分，高于对照组的（38.93±3.78）分，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2 所示。

2.3 带教满意度比较

在带教满意度方面，观察组学生的平均评分

为（92.68±3.24）分，高于对照组的（85.37±4.15）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3
所示。

表 1 理论知识考核评分比较（x±s，分）

Tab.1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scores(x±s, scores)

组别 病理机制 诊断标准 治疗原则 总分

观察组 (n=36) 30.21±2.45 31.12±2.78 30.98±2.14 92.31±4.12

对照组 (n=36) 27.15±3.12 28.09±2.91 29.52±2.37 84.76±5.25

t 4.895 5.123 2.773 6.342

P ＜ 0.001 ＜ 0.001 ＜ 0.01 ＜ 0.001

表 2 实践技能考核评分比较（x±s，分）

Tab.2 Comparison of practical skills assessment scores(x±s, scores)

组别 问诊技巧 体格检查 诊断方案制订 总分

观察组 (n=36) 15.62±1.05 14.89±1.12 15.11±1.45 45.62±3.15

对照组 (n=36) 13.45±1.43 12.86±1.34 12.62±1.55 38.93±3.78

t 6.982 7.231 7.516 10.145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表 3 带教满意度比较（x±s，分）

Tab.3 Comparison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x±s, scores)

组别 内容设计 教学模式 带教能力 教学反馈 总分

观察组 (n=36) 23.58±1.12 23.42±1.35 22.31±1.45 23.37±1.33 92.68±3.24

对照组 (n=36) 20.21±1.45 21.18±1.32 20.55±1.62 21.43±1.65 85.37±4.15

t 8.721 7.912 5.986 6.439 9.452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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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习兴趣激发比较

观察组在学习兴趣激发方面的平均评分为

（18.92±1.15）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6.73±1.32）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 讨论

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甲状腺

肿瘤临床教学中展现了显著的优势，尤其是在提升

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水平与实践技能方面效果突出。

传统教学模式虽然能系统地传授基础知识，但其局

限性较大，包括学生缺乏主动性、理论与实践脱

节，以及难以涵盖甲状腺肿瘤诊疗所需的多学科视

角 [5]。这种模式的单一性和被动学习方式限制了对

学生全面综合能力的培养，也削弱了其对复杂病例

的适应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在理论知识传授、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和学

习兴趣激发方面均优于传统模式。观察组学生的

理论考核平均得分为（92.31±4.12）分，高于对

照组的（84.76±5.25）分（P ＜ 0.001）；实践技

能平均得分为（45.62±3.15）分，同样优于对照

组的（38.93±3.78）分（P ＜ 0.001）。此外，观

察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和学习兴趣激发评分均显著

提升，显示出了该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优化

教学效果方面的突出作用。病例导入教学模式以真

实病例为导向，使学生能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所学

知识，通过独立查阅资料、分析病情、制订诊疗方

案，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 [6]。

而 MDT 教学模式通过内分泌科、外科、病理科和

影像科等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

诊疗视角。这种多维度学习模式使学生不仅能够掌

握各学科的诊疗方法，还能够理解复杂疾病的系统

性和跨学科特点。在本研究中，观察组学生在诊断、

治疗决策和团队合作能力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充分

说明了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教学模式的实用价值。

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教学模式的成功实施

得益于多个关键因素。首先，病例的选取是实现教

学效果的基础。本研究选取的分化型甲状腺癌和甲

状腺髓样癌病例具有代表性与教学意义，涵盖了疾

病的主要特征和典型诊疗路径。其次，多学科协作

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核心。通过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参

与，学生能够深入理解诊疗方案背后的逻辑，提高

跨学科综合分析能力 [7,8]。最后，学生的深度参与

和动态反馈机制进一步优化了教学效果 [9]。通过小

组讨论和汇报，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了锻炼，而

反馈问卷的使用可以帮助老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

方式，从而提升教学的针对性 [10]。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研究样本量较小，仅包括 72 名学生，限制了研究

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通过增加样本量进一步

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其次，病例类型相对单一，未

涵盖更加复杂或少见的甲状腺疾病。引入更多病例

类型将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应对实际临床问题 [10]。

此外，本研究主要评估了短期教学效果，缺乏对学

生长期学习效果和临床应用能力的追踪，未来可通

过随访研究学生在临床工作中的表现，进一步验证

该教学模式的长期价值。

综上所述，病例导入与 MDT 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通过真实病例引导和多学科协作，不仅有效提升

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实践能力，还显著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满意度，为甲状腺肿瘤

的临床教学提供了创新路径。这一模式在提升学生

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多学科思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可通过进一步优化该模式并扩大其应用范围，

使其更好地适应医学教育的需求，推动整体教学质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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