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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费曼学习法教学模式在耳鼻咽喉科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实践，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某院２０１６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５２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实
验组与对照组，每组２６名学生，全体学生首先接受教师的传统理论教学授课，随后实验组学生根据费曼学习法对
对照组学生进行模拟教学。理论教学结束后均有一次课堂测验，其中实验组学生模拟教学前后的测验分数分别记

为Ａ１、Ａ２组，对照组分数记为Ｂ组。通过 Ａ１、Ａ２和 Ｂ组分数和问卷调查评估研究结果。结果　Ａ２组测验成绩
（８０．９２±２．７６）分高于Ａ１组（７６．２３±３．２９）分、Ｂ组（７６．３８±３．３８）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Ａ１
组与Ｂ组分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教学整体满意度优于对照组，问卷调查条目２、３、４、６、７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　费曼学习法应用于耳鼻咽喉科学理论教学中可提高教学质量与效
果，教学模式得到学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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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医学教育承担着培养
医学卫生人才的重任，和全民健康息息相关。临床

医学生的培养是一项长期持续的过程，而本科教育

是这场“持久战”中的奠基石。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的学科特征决定了其专业性质强、学习难度大，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容易忽略很多细节。疾病种类繁

多、功能表现复杂、解剖结构精细等原因都大大增加

了学习和掌握这门学科的难度。传统的教学方式常

常为“填鸭式”灌输教学，学生的兴趣不高，学习效

率低下，教学效果可想而知［１３］。近些年来部分医

学院校在耳鼻咽喉科学教学中进行了改革创新摸

索，采用以问题为基础（ＰＢＬ）、以案例为基础（ＣＢＬ）
等模式，以及借助数字技术等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

学效果［４７］。但是上述的方法尝试对学生的积极性

提升有限，且需依靠大量的病例案例，增加了教师的

备课时长。

费曼学习技巧源自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教学风格，其核心

要义为“模拟教学”，即学习者通过学习后将所学内

容讲授给他人，并且保证讲述过程简单易懂以便他

人理解，如若出现漏洞则需重新复习知识，直到准确

清晰地阐述出知识概念［８］。费曼学习法更好地发

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是教学也是学习，在这个

过程中更容易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进而达到对知

识或技能的掌握、迁移和应用（图１）。目前费曼学
习法在医学教育上的研究廖若星辰［９１０］，在已有的

实践中展现出了良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创新性地将

费曼学习理念应用于耳鼻咽喉科学理论学习中，探

索教学模式的多元发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某医学院２０１６级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学

生５２人为研究对象，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学年第２学期参

加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课程学习。将所有学生学号

与随机数匹配，随机分为两组，其中 Ａ组２６人为实
验组（采用费曼学习技巧教学模式），Ｂ组２６人为对
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Ａ组男生１４人，女生
１２人，平均年龄（２２．８８±０．８２）岁；Ｂ组男生１３人，
女生１３人，平均年龄（２２．６９±０．８４）岁。两组学生
性别比例及年龄均数差异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前期基础知识相当，所有学生均知晓并
同意本研究方案。

１．２　教学实施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选取《外耳及中耳炎性疾病》为

授课单元，课时安排 １２学时。全体学生（Ａ组 ＋
Ｂ组）首先接受课程组老师的统一授课，课后 Ａ组
同学参加一次课程测验，结果记为 Ａ１组。次日
Ａ组同学进行组内教学演练，并针对讲授过程进行
回顾和思考。两天后由 Ａ组同学为 Ｂ组同学进行
一次课程讲授，所有教学结束后，Ａ组与 Ｂ组学生
均进行一次课程测验，测验结果分别记为Ａ２、Ｂ组。
１．３　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工作结束后，采用测验分数及问卷调查量

化数据进行效果评估。其中测验成绩分别表示为

Ａ１、Ｂ、Ａ２，分别代表各组平均成绩，满分为１００分，
Ａ１组与Ａ２组测验难度相当，且题目无重复。调查
问卷以不记名形式填写，问卷条目制定及效度考核

由研究组参考专家意见完成，主要统计各组学生的

课程体验和主观感受，以评价本教学方法的可行性

与满意度。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通过 珋ｘ±ｓ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计量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不符合正态性则进行变
量转换。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率（％）表示，比较采
用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提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学习新知
!

技能确定学习目标 讲解教学

否

是
归纳拓展

回顾知识

再次学习

讲授

流畅准确

图１　费曼学习技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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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课后测验成绩比较
经过统计分析Ａ１、Ｂ、Ａ２组的测验分数（表１），

３组得分符合方差齐性（Ｆ＝０．９６５，Ｐ＝０．３８６）。采
用 ＬＳＤｔ检验进行各组分数两两比较，结果显示
Ａ２组学生测验分数高于 Ａ１组和 Ｂ组，且 Ａ２组分
数与Ａ１组和 Ｂ组分数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均＜０．０５）。此外，Ａ１组与 Ｂ组分数结果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本次
教学活动中借鉴费曼学习法有助于学生提高对理论

知识的掌握。

２．２　问卷调查情况及课程满意评价
研究回收有效问卷５２份，回收率１００％，问卷

反馈情况见表２。根据统计显示，参与研究的大部
分同学都对新的学习模式表现出兴趣，认为新学习

方法对学习带来了帮助。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表３），比较不同组的反馈结果，条目２、３、４、６、７
均存在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相较于对照组，实
验组学生整体满意度较高，反映出新教学模式在理

论知识掌握、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和综合素质锻炼等

方面优于传统教学模式。我们注意到条目５在两组
中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提示新教学模式在学习效率

和课时安排上需要进一步优化。

３　讨论

医学人才培养是深化医疗改革的重要之举，医

学教育是医学发展之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是一

门专业性极强的二级临床学科，耳鼻咽喉科学的理

论教学将为医学生从基础走向临床打下坚实基础，

进而影响到知识体系完善和医学素养提升等各方

面。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种类，琐碎多样的诊断表

现，晦涩难懂的解剖部位，很明显传统的教学方法在

耳鼻喉科教学中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需

要创新教学模式，探索新的学习课堂。费曼学习法

早已在数理等学科教学中得到应用［１１１２］，借助其

“有输入，能输出”的技巧理念，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这对耳鼻咽喉科学的学习同

样适用。学习知识或技能不应只停留在表面的理

解，似懂非懂的状态也是很多医学生本科学习阶段

所面临的困境，费曼学习法正是打破这一困境的方

法之一，因为它符合学习的自然规律。在我们的研

究中，费曼学习法不仅帮助学生取得了更好的学习

效果，更锻炼了专业学习以外的综合素质。

基于“确定目标，以教促学，化整为零，总结归

纳”这四个步骤［１３］，要求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不再是

被动的输入，而是内化吸收知识后再用最通俗易懂

的方式输出知识。达到“浅出”，则必须“深入”，学

表１　各组课后成绩比较表　（分，珋ｘ±ｓ）

组别 平均成绩 ｔ Ｐ
Ａ１ ７６．２３±３．２９ － －
Ｂ ７６．３８±３．３８ － －
Ａ２ ８０．９２±２．７６ － －
Ａ２ｖｓＢ － ５．３０３ ０．０００
Ａ２ｖｓＡ１ － ５．５７５ ０．０００
Ａ１ｖｓＢ － －０．１６６ ０．８６１

表３　评价满意率比较　（％）

条目 实验组 对照组 χ２ Ｐ
１ ８０．７７ ７３．０８ ０．４３３ ０．５１０
２ ８８．４６ ４２．３１ １２．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３ ９２．３０ ３８．４６ １６．６５４ ０．０００
４ ８４．６２ ５３．８５ ５．７７８ ０．０１６
５ ６５．３９ ５３．８５ ０．７１９ ０．３９７
６ ８０．７７ ５０．００ ５．４３８ ０．０２０
７ ７６．９２ ４６．１５ ５．２００ ０．０２３

表２　问卷反馈情况　［人（％）］

问卷条目
实验组（ｎ＝２６）

是 否 不确定

对照组（ｎ＝２６）
是 否 不确定

１．对新的教学模式是否感兴趣 ２１（８０．７７） ３（１１．５４） ２（７．６９） １９（７３．０８） ３（１１．５４） ４（１５．３８）
２．新的学习方法是否更有助于掌握理论知识 ２３（８８．４６） １（３．８５） ２（７．６９） １１（４２．３１） ６（２３．０８） ９（３４．６１）
３．新的学习方法是否有助于提高主动学习能力 ２４（９２．３０）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５） １０（３８．４６） １０（３８．４６） ６（２３．０８）
４．新的学习方法是否提高了综合素质／非专业能力 ２２（８４．６２） ２（７．６９） ２（７．６９） １４（５３．８５） ９（３４．６１） ３（１１．５４）
５．新的学习方法是否提高了学习效率 １７（６５．３９） ５（１９．２３） ４（１５．３８） １４（５３．８５） ５（１９．２３） ７（２６．９２）
６．你是否希望继续采用这种教学模式 ２１（８０．７７） ２（７．６９） ３（１１．５４） １３（５０．００） ５（１９．２３） ８（３０．７７）
７．你是否会将此学习方法应用于其他临床课程 ２０（７６．９２） ３（１１．５４） ３（１１．５４） １２（４６．１５） ６（２３．０８） ８（３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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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更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对一个医学生的临

床思维转化亦十分重要。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

Ａ２组的测验平均成绩明显高于 Ａ１组及 Ｂ组，同样
接受传统教学的 Ａ１组与 Ｂ组成绩则无明显差异。
相较于Ｂ组学生接受两次被动教学，Ａ２组学生变被
动为主动，做到了知识内化吸收为自己所用，学习效

果不言而喻。此外，我们还调查了学生对于新教学

模式的主观感受和反馈，实验组（Ａ组）和对照组
（Ｂ组）学生从教学体验、学习效果、拓展期望等几
个维度对我们的教学方式做出了评价。结果显示，

绝大部分实验组学生接受并认可新学习模式带来的

帮助和提升。有趣的是，实验组学生更倾向于费曼

学习法不仅提高了他们自主学习的效果，并且对自

身的综合能力也带来了锻炼。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部分同学反映备课花费

时间较多，存在内容重述现象，研究样本量较少，这

些都将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带来提示和指导。

本研究探索了费曼学习法应用于耳鼻咽喉科学

理论教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是一次新时代医学

教育背景下教学模式改革的成功尝试，研究结果表

明新的教学方法更符合耳鼻咽喉科现代教学要求，

有助于提高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水平。未来还需要

继续优化费曼学习法应用于医学教育的课堂设计，

提升质量和效率控制，加深加大研究范围，为医学基

础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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