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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五年制医学见习生直接检眼镜的教学效果调查

冯伟渤，邹玉仙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与视光学系教学科，广州 510080)

[摘　要]	 纳入126名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4年级学生，对其接受为期1周的直接检眼镜见习教学后，进

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直接检眼镜学教学的看法以及学习过程中的操作难点。结果显示大部分

学生认为直接检眼镜对临床工作有重要作用。但学生普遍反映学习过程难度大，师生视野无法共

享，进而阻碍了师生直接的教学沟通。多数学生愿意接受更进一步的直接检眼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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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126 senior of 5-year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were recruited. After 1-week 

internship and direct ophthalmoscope train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scrutinize students’ 

feedback about the train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internshi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 direct ophthalmoscop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linical work. However, students 

generally felt complicated and hard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due to the communication obstacl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used by the unavailability of vision sharing. In spite of this, most students are still willing 

to accept further direct ophthalmoscop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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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务院办公

厅按照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印发了

《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

意见》，就大力发展新时代全科医生队伍，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1]。视

网膜是人体唯一可以在活体、无创条件下直接观

察神经和血管结构的器官[2]。视网膜眼底检查作为

全身体格检查的一部分，是每个全科医生必备的

基础技能。通过视网膜眼底检查，医生可以在早

期发现糖尿病性视网膜病、高血压性视网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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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斑水肿、青光眼、老年性黄斑变性等眼病的迹

象[3-7]。同时诸多全身疾病如艾滋病、梅毒等全身系

统性疾病会也在眼底形成特征性的病理改变[8-9]，眼

底检查有助于这些疾病早期诊断，从而使医生能

够制定适当的干预措施来保持视力和预防疾病进

展。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观察视乳头水肿情

况来评估颅内高压等急症的病情变化[10]。因此，视

网膜眼底检查对于防治眼科和全身疾病都非常重

要。直接检眼镜是一种快速观察眼底神经血管及

视网膜病变的简易设备，具有操作简单、无需散

瞳、携带便捷、价格便宜等优点，不仅是眼科医

生的常用器械，更是全科医生检查视网膜眼底的

首选器械。直接检眼镜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医

院中被广泛地使用。因此，对于全科医生而言，

熟练掌握眼底镜的使用方法，在临床工作中有着

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于中山眼科中心进行

轮转见习的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学生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1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专

业四年级学生。2)已接受至少3年的临床基础知识

学习。3 )已接受1 0个课时的眼科学理论大课知识

学习。4)完整接受为期1周的直接检眼镜教学。排

除标准：1)不愿意接受调查的学生。2)直接检眼镜

累计练习时长<2 h的学生。

1.2  调查方法

1.2.1  教学方法

采 用 大 课 统 一 理 论 讲 解 、 学 生 观 摩 标 准 操

作、老师指导下自由练习的传统方式进行为期1周

的直接检眼镜教学。

1.2.2  构建备选条目

构建备选条目主要有3个来源：1)查阅相关文

献，选取国外检眼镜教学中的重点[11]。2)根据教学

过程中，学生反映的常见操作难点。3)中山大学本

科生见习带教大纲中对学生检眼镜使用的要求。

1.2.3  问卷内容

问卷共分为单选题、多选题、简单问答题。

内容包括：1 )非专科医生掌握检眼镜检查的必要

性(单选题：“非常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无

所谓”“有必要”“非常有必要”)。2)检眼镜学

习的难易程度 ( 单选题，依据操作难度分为 1 ~ 1 0
分：≤3分为容易、4~5分为一般、6~7分为较难、

≥8分为极难)。3 )检眼镜学习的自我评价（单选

题，依据对自身操作的满意程度分为1~10分：<6
分为不及格、6~8分为一般、>8分为优秀)。4)重

要的影响因素(多选题，四选二，包括“清晰的讲

解和示范”“完备的操作工具”“即时的操作指

导”“足够的练习时间”“正确的操作要领”)。

5)重要的操作技巧(多选题，四选二，包括“事先

调整好检眼镜度数”“光源从颞侧进入”“保持受

检者固定眼位”“定位视乳头后沿血管观察各个象

限”)。6)进一步学习检眼镜的兴趣(单选题：“一

点没有”“没有”“稍有一点”“比较有”“非

常有”)。7 )对眼底疾病理论课学习的影响(单选

题：“完全没影响”“没影响”“无所谓”“有影

响”“有较大影响”)。8)操作与学习中的难点(简

单问答题)。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 x c e l 软件录入数据，采用 S P S S  2 4 . 0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选用中位数和众数对整体水平

进行描述。问答题结果由两位副高级职称的教学

人员进行统一归纳。出现一下情况时视为无效答

案，不予采纳：1)单选题出现多选、不选。2)多选

题出现单独选项。3 )问答题出现空白及与教学不

相关内容。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共纳入126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126份，应

答率100%，有效率100%。男性71名，女性55名，

年龄为22~23岁。

2.2  全科医生掌握检眼镜的必要性看法

绝大多数( 9 5 . 3 5 % )学生认为，作为全科医生

而言，熟练掌握直接检眼镜的使用对今后的临床

工 作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是 一 项 必 备 基 本 临 床 技 能

(图1)。

2.3  学生对直接检眼镜操作难易程度的评分情况

学生对直接检眼镜难度评分的中位数为7分，

给出最多的评分为8分(27.91%)，而有41.09%的学

生给出了极难的评价(≥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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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学生对检眼镜学习效果的自我评分

学 生 自 我 评 分 的 中 位 数 仅 为 6 分 ， 3 1 % 的 学

生对自己的操作给出了不及格的评价( < 6分)，仅

10.86%的学生给出优秀的评价(>8分，图4)。

2.5  学生能成功看到眼底的影响因素

在 检 眼 镜 的 练 习 过 程 中 影 响 学 习 的 5 种 关 键

因 素 中 ， 学 生 认 为 最 重 要 的 两 个 影 响 因 素 是 要

有 足 够 的 练 习 时 间 ( 3 7 . 2 1 % ) 和 正 确 的 操 作 技 巧

(44.19%)。在4项基本操作技巧中，学生认为其中

最 重 要 的 2 项 为 ： 1 ) 保 持 受 检 者 稳 定 的 注 视 眼 位

(67.44%)。2)光源从受检者视线前方偏颞侧15°入

射(58.14%，图5)。

2.6  对眼底病理论学习的影响与学习的积极性

大部分的学生( 8 4 . 4 9 % )认为成功使用直接检

眼镜镜看清眼底结构会对自己今后学习眼底疾病

的 兴 趣 产 生 积 极 影 响 ( 图 6 ) 。 而 且 绝 大 多 数 学 生

( 9 3 % ) 有兴趣接受更进一步的直接检眼镜的教学

(图7)。

非常没有必要：0%

没必要：0.78%

无所谓：3.88%

有必要：41.09%
很有必要：
54.26%

图1 全科医生掌握检眼镜的必要性

Figure 1 The necessity of direct ophthalmoscope to general 

practitioner

图2 直接检眼镜难易程度的自我评分

Fi g u r e  2  S e l f - ra n ke d  d e g r e e  o f  d i f f i c u l t i e s  o f  d i r e c t 

ophthalmoscope

图3 检眼镜学习效果的自我评分

Figure 3 Self-ranked score of training results

图4 影响检眼镜练习过程中的五种关键因素

Figure 4 Proportion of five critical factors in training

图5 检眼镜的四项基本操作技巧。

Figure 5 Proportion of four fundamental skills i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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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者保持稳定的注视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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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学生普遍反映的操作和学习难点

归纳总结简答题的反馈内容发现学生在检眼

镜学习过程中普反映的难点有2个：1)在定位眼底

血管后无法沿着血管走形寻找到视乳头位置以及

观 察 4 个 象 限 的 视 网 膜 ， 即 无 法 通 过 改 变 入 射 光

线角度，观察不同区域的眼底。2 )在老师示教期

间，学生很难准确观摩老师的操作细节以及老师

通过这些操作观察不同眼底结构的过程。同时学

生在练习期间，老师也很难准确知晓学生究竟看

到了哪些眼底结构以及存在什么样的操作误区。

3  讨论

直接检眼镜是检查视网膜的重要手段，可在

几分钟内完成，并且对患者几乎没有任何创伤和

风险。直接眼底镜检查在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

动脉粥样硬化等常见全身性疾病的患者中尤为有

价 值 [ 3 - 7 ]。 同 时 ， 眼 底 镜 检 查 还 可 以 帮 助 识 别 需

要立即注意的眼科紧急情况 [10]。在本次问卷调查

中，大多数学生认为不论是否为眼科专科医生，

直接检眼镜对于今后临床工作都有着重要作用，

熟练掌握直接检眼镜的使用方法也会对眼底病理

论学习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但学生普遍对检

眼镜的学习感到困难，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也不

高。大部分学生仍有较积极的意愿接受进一步的

检眼镜学习。

3.1  传统教学的局限

本次调查中，接近一半的学生(41.09%)认为直

接检眼镜检查操作非常困难。这与之前国内和国

外的研究发现一致：Gupta等 [12]发现学生47%的学

生对使用直接检眼镜小瞳下观察眼底感到没有信

心。这可能与直接检眼镜自身的特殊性有关。直

接检眼镜的旁观者无法准确了解操作者的检查过

程，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和老师教学交流。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发 现 对 老 师 示 教 而 言 ， 一 些 关 键

的操作步骤，如改变观察角度、调整屈光参数等

操作，在理论大课上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要

领。学生在观摩老师的过程中也只能学习到一些

大致的操作流程，很难理解一些细微操作的真正

含义，导致学生不知道老师在示教时究竟做了什

么，自己的操作和老师存在哪些不同。同样地，

老师在指导学生自由练习时，学生常常向老师反

馈无法看清眼底或无法找到视乳头，但此时老师

也无法准确地了解学生的问题出在哪里，哪一个

操作不规范。

3.2  进一步的教学探索

尽管通过传统教学方式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

握检眼镜的操作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学生们对

检眼镜及眼底病的学习热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大

多数学生都愿意接受进一步的检眼镜学习。本研

究发现：视野共享问题，是传统检眼镜教学过程

中的主要缺陷。为了解决这一弊端，有必要利用

新的教学设备对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改革，让老师

能够实时掌握学生在检眼镜练习时究竟看到了什

么结构，指出操作误区；学生也可以实时观摩老

较大影响：31.78%

完全没影响：1.55%

没影响：5.43%

有影响：52.71%

无所谓：8.53%

图6 成功使用检眼镜是否会对学习眼底病产生积极影响

Figure 6 Effect of training result on further ophthalmology 

study

图7 是否有意愿接受进一步的检眼镜训练

Figure 7 Willing to accept further direct ophthalmoscope training

非常有：16.28%

比较有：41.09%

稍微有一
点：35.66%

没有：6.2%

一点也没有：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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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示教时的检查过程，体会老师的操作细节。

从而解决学生不知道老师在看什么、老师不知道

学生在看什么、学生不知道老师在看什么这三大

核心问题。

目前，可以用于教学改革的设备有：1 )便携

式眼底照相机 [13]。便携式眼底照相机的操作与直

接检眼镜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过程更为简单，视

野范围更广，便于携带，显示屏可以实时共享检

查视野。但一些传统检眼镜的细微操作无法在眼

底照相机的使用过程中完美体现。目前，在中国

大陆市场价为 8 ~ 9 万元，有条件的教学单位可以

尝试。2)数字检眼镜 [14]。数字检眼镜是目前比较

新颖的检查设备，操作流程与传统检眼镜几乎一

致，可通过无线通讯设备在其它投影设备上传输

实时视野信息。但由于必须配合其它多媒体，使

用条件相对苛刻。3)直接检眼镜模拟器 [15]。直接

检眼镜模拟器是专门用于教学的设备，可模拟多

种正眼底疾病及病变，可实时投影检查者视野，

便于教师指导与学生反馈。但其价格过于昂贵(中

国大陆售价30~40万)，体积庞大，不易部署，仅

限于条件优越的教学机构使用。

4  小结

在党和国家大力培养全科医生提高基层医疗

水平的大环境下，全科医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

国医学院培养医学生的主流方向。眼底检查是全

身体格检查的重要环节之一，诸多全身疾病会在

眼底形成特征性的病理改变，为全科医生提供重

要的诊疗线索。直接检眼镜可以快速观察眼底神

经血管及视网膜情况，被广泛地用于临床眼底检

查。但由于检眼镜自身的局限性，传统教学过程

中师生之间无法实时共享观察视野，学生会感到

一定的学习难度，无法准确掌握一些操作细节。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在未来进行必要的检

眼镜教学改革，应用如便携式眼底照相机等新式

设备，帮助学生在更短的时间内掌握直接检眼镜

的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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