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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 CPPT 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分析 

张俊杰  谢丽平通讯作者 

（三峡大学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摘  要】目的 分析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CPPT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于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选取60名神经内科临

床实习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其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n=30）采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n=30）采用CPPT教学模式，

教学结束以后分别对比学生的考核成绩、实践能力自我评价及对教学的满意度。结果 两组授课以后对比，观察组学生

的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学生实践能力自我评价得分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在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

采用CPPT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更加的显著。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CPPT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学生的

实践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不仅提升了教学的质量，对神经内科的工作更加的高效。 

【关键词】神经内科；临床教学；CPPT教学模式；应用效果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PPT teaching mode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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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PPPT teaching mode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Method 

between June 2022 and June 2023，select 60 neurology clinical practic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n=30）us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observation group（n=30）using CPPP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after the students' assessment performance，self-evaluation of practice abi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Results After 

the two groups，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0.05）；the self-evalua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0.05）；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neurology department，the teaching effect of using CPPT teaching 

mode is more remarkabl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the CPPT teaching mode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and th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but also is more efficient for the work of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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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是专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科室，在医院的正

常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在予以患者疾病诊断以后，

为其制定出合理的治疗方案，缓解患者脑卒中、神经肌肉疾

病等神经系统疾病。同时还可以协助其他部门，为其提供有

效的诊治信息，使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但是神经内科涉及

的疾病种类及工作内容较为繁杂多样，对于刚刚毕业进行实

习的学生比较吃力，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神经内科的快节奏

工作[2]。其主要原因是在予以学生传统教学的过程中只注重

理论知识的教学，对于实操等不予以重视，未对其安排系统

的实操演练，导致学生在实习期间无法适应，进而影响工作

质量及工作效率。严重者还会造成不必要的医患纠纷，影响

医院的声誉[3]。所以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对教学的模式进行

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当下实习学生的现状，通过更具有专业

性、更加全面的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能力。使

其在进行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尽快适应神经内科的工作节奏，

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本文针对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 CPPT

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选取 60 名神经内

科临床实习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其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男 12 例，女 18 例；年龄 20-23 岁，均值（21.26±0.37）岁。

观察组男 14 例，女 16 例；年龄 20-23 岁，均值（21.33±

0.46）岁。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在予以实习学生教学前，以本院神经科的实习大纲和考

试大纲为基础，对需要教学的内容、知识点及范围等进行确

定。提前准备好教学涉及到的相关资料。确定本次教学的带

教老师及教学时间和内容等，要求带教老师具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基础理论基础及教学经验，其目的是让带教老师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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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带教的教学模式，在短时间内进入带教的角色。 

1.2.1 对照组 

行传统教学模式。带教老师提前对当天所学的内容进行

整理，制定出教学大纲，按照教学大纲的内容，向实习学生

进行教学，全面了解基础理论知识。在授课结束以后，对所

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总结和探讨，并向实习学生布置课下作

业，在下一次教学前进行讨论。 

1.2.2 观察组 

行 CPPT 教学模式。（1）建立线上交流群。带教老师采

用微信或者是 QQ 的形式建立线上交流群，并选出组长，负

责将所有学生拉近交流群，更改其昵称，做好相应的备注，

方便老师掌握学生的情况。（2）共同备课。带教老师在整理

好教学大纲以后，将其内容发送到交流群内，鼓励学生与老

师一同进行备课。为了使学生备课过程中有准确的目标，老

师可以挑选本次备课中具有代表性的话题作为知识点，引导

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并做好笔记的记录。（3）线下教学。

在线下教学前，带教老师可对线上布置作业的完成情况进行

了解，要求学生对自己找到的解决方法进行陈述，由老师对

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指导。在学生陈述完以后，带

教老师可以有目的的调整教学的大纲及教学的内容，以适应

学生目前的一个学习速度。采用课件播放的形式，对神经内

科涉及的理论知识进行教学，教学的内容要全面涵盖疾病的

发病机制、原因，病理知识及诊断学标准等。为了使学生掌

握所学的知识，在教学结束以后，留出足够的时间，对所学

内容进行探讨和互动，要求学生踊跃发言，提出教学中存在

的疑问。由带教老师进行全面的讲解和回答，既可以解答学

生的疑问，很好的吸收课堂上所教的知识，还可以对所学的

理论知识进行巩固。（4）临床实践教学。在学生完全掌握课

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后，可就理论知识的教学内容，在往

年的案例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与理论知识向结合

的临床实践教学资料。将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分组，由组员根

据案例的内容模拟临床实践的过程，自主完成对患者的病情

询问、病例内容的书写以及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制定出 佳

的治疗方案。而带教老师则全程进行指导，将学生实践过程

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进行记录，在实践结束以后，一一进行

点评，表现好的予以肯定和表扬，表现差的予以鼓励和纠正。

并将整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点出，与 佳的解决方法进

行对比，以增加学生对实践知识的掌握，避免错误重复出现。

（5）教学成绩考核。在学生完成所有的教学内容以后，通

过院内制定的试卷对学生学习的成绩进行考核。通过对成绩

的整体分析，判断 CPPT 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及效果，并对存

在问题的地方进行院内探讨，予以改进，以更加科学、有效

的教学模式，提高神经内科实习学生的理论、实践等综合方

面的能力，在实际的临床实践中发挥稳定的个人水平。 

1.3 观察指标 

1.3.1 考核成绩； 

1.3.2 实践能力自我评价得分； 

1.3.3 教学模式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5.0 版本软件处理数据，变量资料以“t”计算，

定性数据用 x2 核实，分别以（ sx  ）与（%）表示，P＜0.05

为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考核成绩 

观察组的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考核成绩（ sx  ，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病例分析 临床操作 

观察组 30 91.16±7.05 88.64±6.39 86.17±6.68

对照组 30 81.06±5.59 81.28±6.19 78.03±7.24

t - 6.149 4.531 4.526 

P - 0.000 0.000 0.000 

2.2 比较实践能力自我评价得分 

观察组的实践能力自我评价得分高于对照组，（P＜

0.05）。详见表 2。 

表 2  比较实践能力自我评价得分（ sx  ，分） 

内容 
观察组 

（n=30） 

对照组 

（n=30） 
t P 

兴趣自主培养 8.28±0.45 7.89±0.56 2.973 0.004

主动参与实践 8.33±0.55 8.01±0.35 2.689 0.010

语言表达能力 8.26±0.41 7.93±0.30 3.558 0.001

自学能力 8.49±0.75 8.08±0.42 0.612 0.011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8.66±0.75 8.32±0.51 2.053 0.045

疑难问题处理能力 8.47±0.62 7.98±0.45 3.503 0.001

团队协作能力 8.36±0.53 8.01±0.47 2.706 0.009

医患沟通能力 8.42±0.63 8.03±0.36 2.944 0.005

诊断与鉴别诊断水平 8.39±0.56 7.94±0.35 3.732 0.000

知识运用能力 8.30±0.53 7.92±0.27 3.499 0.001

2.3 比较教学模式满意度 

观察组的教学模式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3。 

表 3  比较教学模式满意度（ sx  ，分） 

内容 观察组（n=30） 对照组（n=30） t P 

以身作则袁规范工作 8.66±0.62 8.04±0.71 3.603 0.001

理论知识扎实 8.83±0.52 8.36±0.71 2.925 0.005

具备较高临床经验 8.59±0.68 8.05±0.40 3.74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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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熟练 8.63±0.66 8.05±0.42 4.061 0.000

责任心强 8.74±0.50 8.11±0.56 4.596 0.000

沟通能力佳 8.66±0.59 8.17±0.62 3.136 0.003

积极向学生提问 8.95±0.75 8.01±0.46 5.852 0.000

积极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 8.84±0.67 8.11±0.39 5.158 0.000

可按照计划完成教学 8.94±0.71 8.40±0.82 2.727 0.008

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 9.23±0.91 7.91±0.26 7.639 0.000

3 讨论 

神经内科作为临床上重中之重的部门之一，对历年来刚

毕业的实习要求也相对较高，不仅需要实习学生具有较为扎

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还要掌握临床实践中的知识[4]。帮助学

生在来院实习以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跟上神经内科的工作节

奏，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可以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及平稳的

心态，跟随神经内科的医生完成对患者病情的救治。但是在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只能学习到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对

临床实践知之甚少。所以在实习过程中，一旦涉及理论知识

可倒背如流，导致在临床实践中无法准确做出判断，同时还

会打击实习学生的自信心[5]。所以需要总结往年学生在实习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此类情况的发生，将传

统教学模式作为基础，在予以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临

床实践的教学。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帮助学生在短

时间适应神经内科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6]。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书面理论知识为主，在教学的过程中

带教老师是一对多的形式。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并不十分的

强烈，通常都是带教老师被动的教学，学生被动的学习，其

学习的效果并不十分的理想，进而导致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

动力及思考能力[7]。而且神经内科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多样复

杂，如果跟不上学习进度，则无法理解下一节课程的内容，

对于基础知识较差的学生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传统教学模

式，主要以理论知识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无法通过临

床实践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导致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无法

适应神经内科的正常工作节奏，对其心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8]。CPPT 教学模式在临床教学中属于问题导向教学模式，通

过临床问题的设定，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操

作技巧。由带教老师根据传统教学中存在问题进行改进，提

出一系列与临床实践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探索[9]。

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展和问题的复杂程度来提供适当的指导

和支持，使其更加满足学生的学习进度。并在线上与学生共

同备课，不仅能够使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还能够培养批判性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后期的临床实习中，将所学的知

识和技巧完美融入到实践中来，帮助学生快速适应临床实践

的工作，配合经验丰富的医生完成对患者的治疗[10]。而且在

教学的过程中，带教老师会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生通过实

操演练，对细节进行记忆，减少实践中不正规操作的发生几

率。 

综上所述，CPPT 教学模式在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中取得

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学生的考核成绩、实践能力及对教学模

式的满意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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