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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融合教学模式在妇产科留学生子宫内膜异位症
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张会敏　韩丽萍　刘丽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近年来“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使来华留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留学生的受教背景及思维方式于我国学生不同，

学习习惯存在差异，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传统单一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的教学，以妇科子宫内膜异位症教学为

主线，融合影像学、病理学、外科、产科、生殖医学科、疼痛科、护理学、精神卫生科等多学科知识的教学模式不仅加强了学科间的横向

联系，使各学科内容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临床诊断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组织以此为基础的多学科教育，更能使留学生

掌握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系统了解、加深对疾病的认识，进而提高妇产科留学生教学质量，为医学留学生妇产科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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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使来华留学生数

量逐渐增加。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

留学生教学质量是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的前提和保障。留学生医

学教育背景不同，学习习惯存在差异。目前来我校的医学专业留

学生主要来自非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学生相比，留

学生思维方式、学习方法不同。强化医学留学生临床基本技能训

练和临床思维培养 , 注重人文关怀教育、职业素养养成和中国传统

文化熏陶，促进国际教育合作 ,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1 留学生子宫内膜异位症教学多学科融合教学模式探索的必

要性

子宫内膜异位症 ( 内异症 ) 是育龄期妇女的常见病、多发病，

是世界妇女的健康问题。内异症引起痛经或慢性盆腔疼痛及不育，

严重影响妇女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全球性多

发的疾病，在全球各个地区与人种中都很常见，在众多妇产科疾

病中具有自身的特色。威廉奥斯勒在 100 年前说 : 理解了内异症就

理解了妇科学。内异症一个疾病的研究、诊治进展浓缩和映射出

整个妇科学的进展。现在人们对内异症的病灶多种多样、分布广

泛的特征已经有了基于大样本临床资料总结基础的客观、清晰的

认识。从根治性的手术到“缓解疼痛、改善生育、综合治疗、长

期管理”的治疗理念，这些变化体现了近年来人们对生命、对器官、

对生育、对个体的观念的改变和进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成为

内异症治疗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内异症是一个诸多临床问题的

集合体，这一点类似“症候群”，患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临床表

现重点不同，而且不同分型的诊断及治疗方法都不尽相同，需要

越来越多的临床学科共同合作，如产科、生殖、疼痛、肠道外科

等学科，因此 MDT 联合诊疗模式应运而生。新的诊治观念势必改

变和优化临床实践，让更多的患者获益，也影响着教育模式的改变。

传统的教学模式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由于每门课程

都是独立的，势必会造成各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基础与临床之间

存在脱节现象，使得学生不能有效地将各学科知识和技能融合，

不利于学生的临床思维的培养。因此，为了适应新时代医学的发展，

进行留学生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多学科融合教

学方法又称跨学科教育，跨学科教育被认为是一种跨越传统学科

边界和院系组织边界，通过系统的学习，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

高阶思维和跨界能力的人才有效模式，目前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现随着临床 MDT 治疗模式的开展，组织以

此为基础的多学科教育，有利于留学生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其诊

疗有充分的认识、临床思维的培养，提高留学生的分析问题与推

理能力、沟通能力、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并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多学科融合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全面型国际医学人

才，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文章就多学科融合教学在留学生

子宫内膜异位症教学中的方法与经验做一阐述，期望为医学留学

生的妇产科教学改革提供思路和参考。

2 留学生子宫内膜异位症教学多学科融合教学模式的实施

2.1 课程目标

以临床胜任力为导向，使留学生掌握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

症状、诊断方法、病理分型、治疗、预防等，特别是内异症不同

情况的处理方法，培养留学生诊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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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留学生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治疗及其长期管理改善生育

所需要的影像学、产科、生殖、疼痛、护理、精神卫生科的相关

基础知识融会贯通。指导留学生关注学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最新

的研究进展、前沿问题。同时注重医学人文教育，在临床教学中

指导留学生树立医者仁心的职业操守。

2.2 研究方法

2.2.1 课程内容设置　融入案例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选取

不同类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典型病例，如不同年龄段：青春期、

育龄期、围绝经期典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病例，以及不同部位：卵巢、

腹膜、宫骶韧带以及膀胱内异症、输尿管、腹壁等特殊部位内异

症病例。教育学生探讨内异症的诊断、治疗方式的选择、生育能

力的评估、长期管理等内容的学习。

2.2.2 教学方法　组建多学科会诊教育团队，邀请产科、生殖、

外科、病理、影像等专业教师，首先进行与本疾病有关的基础理

论知识培训，然后选取典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病例，邀请多学科团

队进行病例讨论，培养留学生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疾病的认知及规

范的诊治思路。采取全英文教学方法，由留学生制作 PPT 并汇报

病史 , 提出自己的诊断和治疗意见。留学生所在的妇科教授组其他

成员讨论并给予相应指导。团队成员从各个亚专科的角度进行讨

论分析。由留学生记录团队各个专科的讨论意见，根据患者情况

最终制定出诊断和治疗计划。治疗结束后，由留学生跟踪观察患

者病情变化，对患者进行复查以及评估疗治疗效果。

2.2.3 教学评价与反馈体系　每一病例讨论结束后，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式，匿名调查所有学生对此次培训的评价。问卷内容包

括学习兴趣、学习压力、临床思维能力，对本次病例讨论相关知

识的掌握度，多学科交叉教育的满意度 5 项来进行。每项满分为

10 分，总分 50 分。

2.2.4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形式分为基础知识考核与病例分析

考核，意在考查留学生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基本知识和掌握度和

多方面多学科思考分析的能力，基础知识题为选择题，满分 50 分，

病例分析题两道，满分 50 分。总分 100 分。

2.3 效果与评价

课程完成后，发放问卷 50 份，收回 50 份。结果显示：96．

O％ (48 ／ 50) 的留学生认为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相比较以往的

教学方式更能激发学习兴趣；90．0％ (45 ／ 50) 的留学生认为通

过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可减少学习压力；92．0％ (46 ／ 50) 的

留学生认为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能使临床思维得到提高；90．0％ 

(45 ／ 50) 的留学生认为通过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可以更牢固的

掌握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疗；98．0％（49/50）的留学生认为对多

学科融合的教学方式感到满意。76% 的留学生考核成绩为 90-100

分，19% 的留学生考核成绩为 80-89 分，5% 的留学生考核成绩为

70-79 分。

3 讨论

多学科融合教学模式有利于留学生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一疾

病和其诊疗有充分的认识，扩展了专业知识与相关技能，教学模

式的改革会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课题的趣味性，提高留

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能力。多学科融合更要求教师有良好的临

床知识及英文交流能力，有利于提高我院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

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中，各位带教教师只关心自己的教学内容，相

互之间没有沟通联系，教学内容之间是否能延续，是否会有重复，

均不得而知，难以培养学生系统的思维方式。多学科融合的教学

模式，不仅仅需要相通相融的教学内容，更需要教师之问的沟通、

互助。各位带教教师可交换学术视角，补充各自知识短板，交流

授课经验，共同探索便于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现今科研更需要

学科交流，教师的合作更为重要，能促使新思路、新方法的诞生，

因此这种教学模式对科研也有意义，能带动多学科共同发展。多

学科融合教学模式的实施可提高本校临的教学质量，为之后多学

科融合教学模式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奠定基础，为本校的教学建设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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