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37(5)    ykxb.amegroups.com
353

眼科学报
Yan  K e  Xue  B ao

基于微信的PACS教学模式在眼眶科规培医生中的应用效果

叶慧菁，练秀芬，杨华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眼科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讨基于微信的图像存储和传输系统 ( p i c t u r e  a r c h i v i n g  a n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y s t e m ，

PACS)教学在眼眶科规培医生中的教学效果及质量评价。方法：将中山眼科中心眼眶科轮训的

6 6名规培医生分为A组(PA CS组)与B组(微信+ PA CS组)。通过出科考核和问卷分析比较两组学

生的教学效果及满意度。结果：B 组学生的基础知识测试和阅片技能测试得分均显著高于 A 组

(P<0.001，P=0.037)。教学效果自我评估量表显示B组学生对解剖结构位置的熟悉程度、影像学

诊断、鉴别诊断能力、工作中解读CT或MRI图像的能力预判，以及对CT或MRI影像学的兴趣，

明显优于A组(均P<0.001)。所有学生(100.00%)对这种教学模式感到非常满意。结论：在眼眶科

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中应用基于微信的PACS教学模式能显著提高教学效果和满意度，提高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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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ACS based on WeChat in standardized 
resident training in orbital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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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quality of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PAC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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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精神，充分认识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

略意义、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引领广大眼科医务和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办

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学术平台，2021 年，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发起“百项创新 献礼百年”。2022 年，《眼科学报》开

设“筑梦·铸人”专题，刊发“百项创新 献礼百年”研究成果，推动提升人民眼健康水平，全面提高眼科学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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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我国眼

科学教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作为一门

与多学科相关却又相对独立的学科，眼科规培的

起点往往在学生完成全部本科阶段课程学习后，

造成了培养期相对短、难度相对大的局面，是培

训 中 的 薄 弱 学 科 [ 1 - 3 ]。 眼 眶 专 业 是 眼 科 中 比 较 复

杂的专业，是涉及眼科、耳鼻喉科、颌面外科、

神经科和医学影像科等科目的边缘学科，与全身

各 系 统 联 系 十 分 密 切 [ 4 - 5 ]， 是 眼 科 规 培 学 习 的 难

点。然而，在眼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中，以教师讲

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法使学生习惯于被动聆听而难

以激起学习主动性，仍有 4 8 . 3 % ~ 6 4 . 5 % 的眼科规

培 医 生 在 培 训 结 束 后 仍 表 示 对 眼 眶 病 的 诊 治 不

熟 悉 [ 6 - 7 ]。 因 此 亟 需 改 进 眼 眶 专 业 的 规 培 教 学 模

式，探索优化和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质量。

由于图像存储和传输系统( p i c t u r e  a r c h i v i n 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能够大量存储、

检索、分发、分析和数字处理医学图像，已成为

当今临床及教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8]。然而，

传统的PACS教学形式仍是传统教学法的“现场授

课式”，除因需特定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限制而使

用受限制外[9]；作为听众的规培医师们往往是被动

接受知识，难以激起学习主动性，听课后知识掌

握程度并不高。

随着互联网的进步，微信已经成为教学的重

要辅助工具，支持文件、语音、图片、视频等的

快速传递 [ 1 0 - 1 1 ]。微信促进了高效的信息传播和反

馈、方便的沟通和协作和共享、适度的互动距离

等，已迅速成为最热门的沟通工具之一，是教育

和教学改革的突破性技术 [12]，是当前教育工作者

关注的焦点。微信构建的读片平台是近年来的新

兴 事 物 ， 通 过 微 信 学 习 群 推 送 经 挑 选 的 PA C S 病

例进行读片教学，可以实现更多的资源共享。同

时，这种形式可以让读片的每位医师都能参与进

来，既有主动参与又有被动接受，学习形式更为

灵活，是一种递进式及启发式教学。然而，微信

在眼眶病中与PACS结合的教育作用，尚缺乏相关

研究。本研究尝试在眼眶规培教学中应用PACS读

片及微信互动相结合，评价其教学效果及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在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眼眶科完成3个月规培的66名医生，采用

随机分配方法分为两组，A组为PACS组，B组为微

信+PACS组，每组33人。纳入标准：第1~3年眼科

规培医生；本科以上学历；第1次在眼眶科规培。

排除标准：在眼眶科规培期间请假时间>1周。

1.2  方法

两组学生均由眼眶科副高职称以上带教老师

连续临床带教 3 个月。 A 组利用 PA C S 系统进行教

学，利用每周业务学习时间，根据带教老师提供

的临床资料进行影像学调片，描述影像学特征并

进行鉴别诊断。老师进行教学及讲解，启发学生

分析归纳病例影像学特点，并详细介绍鉴别诊断

on WeChat in standardized resident training in orbital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66 doctors trained 

in the Orbital Department of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PACS group) and 

Group B (WeChat +PACS group). The quality and feedback of teaching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through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cores of basic knowledges and reading skills 

of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P<0.001, P=0.037). The self-assessment scale for 

teaching quality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in group B were superior to group A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 

of anatomical structure, imaging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ccording to CT or MRI, interpreting CT 

or MRI images in the future, and interest in CT or MRI imaging (all P<0.001). All the students (100.00%)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is mode of teaching.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ACS based on WeChat in 

standardized resident training in orbital depar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ophthalmology teaching.

Keywords WeChat;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teaching mode; ophthalmology; standardize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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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B 组带教老师首先建立微信教学群，每周

由带教老师将提前1 d选取的病例下载到手机后上

传到微信群，供规培医生利用零碎时间提前思考

和查阅资料，并公布统一讨论时间，第2天读片时

由主讲人进行病史陈述，并就该病例提出5~7个问

题，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分析思路分享到群内，并

与 老 师 一 起 参 与 讨 论 ， 最 后 由 老 师 详 细 总 结 病

例 特 点 与 诊 断 思 路 。 也 可 由 学 生 发 起 感 兴 趣 的

病 例 讨 论 ， 最 后 由 老 师 详 细 总 结 病 例 特 点 与 诊

断思路。两组每周师生互动学习时间均为30 min，

共10周，总学时为5 h。

3 个 月 规 培 结 束 后 ， 通 过 基 础 知 识 测 试 、 阅

片技能测试和调查问卷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基

础知识测试为理论测试，包括1道论述题和1道病

例分析题(每题50分，满分为100分)。阅片技能测

试要求对1个常见病的临床病例的影像资料进行描

述、分析及诊断并给出结论，分析过程按要点给

分(10×10=100分)，其中适应证分析占20分、判读

过程分析占60分、结果分析占20分。调查问卷以

微信方式发送，内容为对教学效果的自我评估及

教学满意度评估，这2份自制的问卷都使用了5分

制的李克特量表。本研究中使用的问卷是为本研

究研发的，未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1.3  统计学处理

采 用 S P S S  2 6 . 0 统 计 学 软 件 分 析 数 据 。 采 用

Mann-W hitney U检验分析自我评估量表在两组学

生中的差异；采用t检验分析两组的年龄、考试成

绩的差异；采用χ2检验分析两组性别、学历方面的

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对象基线特征

纳入的66名医生均参加规培考试并填写调查问

卷，年龄22~38(中位数25)岁，其中男32人(48.5%)，

女 3 4 人 ( 5 1 . 5 % ) ； 硕 士 研 究 生 5 1 人 ( 7 7 . 3 % ) ， 博

士研究生1 5人( 2 2 . 7 % )。 A、B两组在年龄分布、

性 别 比 例 、 学 历 、 专 业 方 向 、 入 科 前 累 计 规 培

时 间 、 入 科 前 规 培 测 试 成 绩 ( 理 论 知 识 测 试 及 操

作 技 能 测 试 ) 等 方 面 比 较 ，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均P> 0 . 0 5，表1 )。

2.2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教学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考核评价，包

括基础知识测试和阅片技能测试，具体结果见表

2。B组学生的基础知识测试得分为8 4 . 4 8 ± 5 . 4 1，

明显高于A组学生(78.33±6.35，P<0.001)；其中，

B 组学生在论述题得分及病例分析题得分均高于

A组学生( 4 2 . 2 1 ± 2 . 9 3  v s  3 8 . 9 7 ± 3 . 3 1，P < 0 . 0 0 1；

41.85±2.74 vs 39.09±3.34，P=0.001)。此外，B组

学生的阅片技能测试得分为9 1 . 0 6 ± 4 . 4 3，也明显

高于A组学生(87.97±7.03，P=0.037)；其中，B组

学生在判读过程及结果分析得分均高于 A 组学生

(55.00±2.97 vs 52.52±5.53，P=0.027；17.85±1.30 
v s  1 7 . 0 3 ± 1 . 7 9，P = 0 . 0 3 8 )；在适应证分析方面，

两 组 间 得 分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1 8 . 0 9 ± 0 . 3 8  v s 
18.18±0.77，P=0.546)。

2.3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自我评估比较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自我评估李克特量表

见表3，使用Mann-W hitney U检验判断应用微信的

PACS教学的教学效果，结果显示：与A组相比， 
B组学生对熟悉辨认横截面中不同结构的位置，熟

悉不同结构的相对位置，并在脑海中重建它们，

根据CT或MRI对病变进行影像学诊断，根据CT或

MRI对病变进行疾病的鉴别诊断，在以后的临床工

作中能解读CT或MRI图像，对CT或MRI影像学很

感兴趣方面，明显优于A组(均P<0.001)。

2.4  教学满意度

3 3个B组学生对应用微信的PACS教学满意度

通 过 李 克 特 量 表 进 行 反 馈 ， 结 果 表 明 ： 绝 大 部

分 学 生 认 为 这 种 教 学 方 式 可 以 提 高 对 眼 眶 影 像

学的兴趣( 9 6 . 9 7 % )，并对这种教学形式( 9 0 . 9 1 % )
和 教 学 互 动 ( 9 6 . 9 7 % ) 感 到 非 常 满 意 。 所 有 学 生

( 1 0 0 . 0 0 % ) 都认为这种教学形式是可以接受的。

9 0 . 9 1 % 的 学 生 认 为 这 种 教 学 形 式 可 以 使 眼 眶 病

知 识 更 容 易 被 接 受 ， 且 9 3 . 9 4 % 的 学 生 对 能 提 高

了 临 床 诊 断 技 能 表 示 非 常 认 同 。 大 部 分 学 生 认

为 这 种 教 学 形 式 增 强 了 对 未 来 临 床 工 作 的 信 心

( 7 5 . 7 6 % )，并促进了科研思维的培养( 7 5 . 7 6 % )。

总体来说，所有学生(100.00%)均对这种教学模式

感到非常满意(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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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学生出科考试成绩比较(n=33)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between the 2 groups (n=33)

项目 A组 B组 P

出科理论知识测试成绩 78.33±6.35 84.48±5.41 <0.001

论述题 38.97±3.31 42.21±2.93 <0.001

病例分析题 39.09±3.34 41.85±2.74 0.001

出科阅片技能测试成绩 87.97±7.03 91.06±4.43 0.037

适应证分析 18.18±0.77 18.09±0.38 0.546

判读过程分析 52.52±5.53 55.00±2.97 0.027

结果分析 17.03±1.79 17.85±1.30 0.038

轮科平时成绩 83.62±8.07 86.62±8.12 0.204

病例汇报成绩 88.97±4.30 90.52±3.41 0.111

表1 两组基本情况比较(n=33)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2 groups (n=33)

项目 A组 B组 P

年龄/岁 26.33±3.45 26.39±2.74 0.937

性别/[例(%)] 0.806

男 15 (45.5) 17 (51.5)

女 18 (54.5) 16 (48.5)

规培学历/[例(%)]

硕士研究生 25 (75.8) 26 (78.8) 0.769

博士研究生 8 (24.2) 7 (21.2)

专业方向/[例(%)] 0.547

内眼专业 25 (75.8) 27 (81.8)

外眼专业 8 (24.2) 6 (18.2)

累计规培时间/月 12.09±8.77 16.63±10.55 0.058

入科前规培测试成绩/分

理论知识 85.44±7.01 82.62±10.38 0.230

操作技能 94.15±5.65 92.93±6.64 0.463

内眼专业包括角膜病、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内、眼底外、眼外伤、屈光等；外眼专业包括眼眶病与眼肿瘤、眼整

形、斜弱视等。

Endoophthalmic specialties include keratopathy, cataract, glaucoma, fundus inside, fundus outside, ocular trauma, refractive and so on. 

External eye specialty includes orbital disease and eye tumor, eye plastic surgery, oblique amblyopia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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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组教学效果的李克特自评量表(n=33)

Table 3 Self-assessment Likert scale responses between the 2 groups (n=33)

项目 A组 B组 P

我了解CT或MRI的各扫描序列 4.30±0.73 4.42±0.75 0.392

我能熟练辨认CT或MRI的各扫描序列 4.39±0.66 4.49±0.76 0.361

我熟悉不同组织的CT密度及MRI信号 4.30±0.68 4.30±0.64 0.929

我能熟悉辨认横截面中不同结构的位置 3.79±0.74 4.48±0.51 <0.001

我熟悉不同结构的相对位置，并在脑海中重建它们 3.36±1.03 4.39±0.65 <0.001

我能根据CT或MRI对病变进行影像学诊断 2.70±0.88 3.94±0.61 <0.001

我能根据CT或MRI对病变进行疾病的鉴别诊断 2.64±0.86 3.67±0.73 <0.001

我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能解读CT或MRI图像 2.54±0.75 3.33±0.48 <0.001

我对CT或MRI影像学很感兴趣 2.51±0.83 3.60±0.70 <0.001

我可能会成为眼眶影像学医生 1.42±0.83 1.73±1.07 0.188

平均得分由以下估值计算：1=非常不符合，2=不太符合，3=难以判断，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

The average score wa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valuation: strongly agree = 5; agree = 4; neutral = 3; disagree = 2; strongly disagree = 1.

表4 教学满意度李克特量表

Table 4 Likert scale questionnaire on learner satisfaction

项目
非常同意/

[例(%)]

比较同意/

[例(%)]

难以判断/

[例(%)]

不太同意/

[例(%)]

非常不同意/

[例(%)]

提高对眼眶影像学的兴趣 32 (96.97) 1 (3.03) 0 (0.00) 0 (0.00) 0 (0.00)

对教学形式感到满意 30 (90.91) 3 (9.09) 0 (0.00) 0 (0.00) 0 (0.00)

对教学的互动感到满意 32 (96.97) 1 (3.03) 0 (0.00) 0 (0.00) 0 (0.00)

教学形式容易被接受 33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可以巩固我的解剖学知识 29 (87.88) 2 (6.06) 2 (6.06) 0 (0.00) 0 (0.00)

使眼眶病知识更容易被接受 30 (90.91) 2 (6.06) 1 (3.03) 0 (0.00) 0 (0.00)

提升了临床诊断技能 31 (93.94) 2 (6.06) 0 (0.00) 0 (0.00) 0 (0.00)

增加了我对未来临床工作信心 25 (75.76) 8 (24.24) 0 (0.00) 0 (0.00) 0 (0.00)

促进了科研思维的培养 25 (75.76) 5 (15.15) 3 (9.09) 0 (0.00) 0 (0.00)

总的来说，我对这种教学模式感到满意 33 (10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3  讨论

本研究首次将基于微信的PACS教学模式应用

于眼眶专业的标准化眼科住院医师的培训中。眼眶

专业是眼科中比较复杂的专业，由于眼眶位置深，

且与多个重要结构毗邻，因此CT、MRI等的影像

学检查，能协助多种眼眶疾病的鉴别诊断[13]，在眼

眶病的诊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眼 眶 影 像 学 是 一 门 理 论 性 和 实 践 性 均 很 强

的科学，学生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

要具有分析图像并进行疾病诊断的能力。规培学

生学习眼眶影像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模拟临床工作

和集体读片的情景，观察分析影像图片，带教老

师根据学生对病例特点的分析，促进学生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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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图片特点，帮助学生完善知识体系。因此，

PACS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包括眼眶等CT、MRI等影

像学辅助检查的教学当中 [14]，已成为当今临床及

教学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8]。

传 统 的 PA C S 教 学 模 式 形 式 仍 然 属 于 “ 授 课

式”的单向灌输式教学，作为听众的年轻医师和

医学生们学习比较被动，缺乏主观能动性，师生

之间的互动较少，听课后知识掌握程度并不高。

同时，受硬件和软件条件的限制，PACS教学必须

在限定的场所进行，因此PACS在教学培训中的使

用仍然有限，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9]。培养

期短且难度相对大的眼眶影像学的教学需要探索

能引导学生发挥更多主观能动性的方法。

随着互联网的进步，微信已经成为教学的重

要辅助工具 [15]，基于微信平台的互动使教学变得

更 有 吸 引 力 ， 通 过 微 信 群 提 前 公 布 PA C S 系 统 挑

选的经典病例，使住院医师能提前充分利用零碎

时间进行有效预习和学习，提高年轻医生的教育

依从性。此外，在微信小组中培养迅速的沟通、

问答和评论，一定程度上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有

所拓展，可以调动参与者的自主学习的能动性，

提高住院医师之间的熟悉度，建立和谐友好的师

生关系，促进教育持续发展。微信平台读片的时

间、地点的灵活性是传统PACS现场读片教学不具

有的。参与微信讨论的医生不再是一味地课堂灌

输式的被动学习，可以通过讨论和沟通迅速解决

问题，相关内容更加深刻，同时，他们可以依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感兴趣的读片方式和读片病例，

作为后续讨论的材料，能增加学习兴趣并且提高

了学习效率，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微信平台读

片作为一种新生的移动学习方式，确实具有一些

传统PACS现场读片不可比拟的优势。

本研究结果显示：B组规培医生的教学效果，

无论是客观评价(专业理论及阅片技能考核)，还是

主观评价(李克特自评量表)，均较传统培训方法的

A组规培医生高。阅片技能考核中，B组规培医生

的判读过程分析及结果分析的考试得分均明显较

对照组高，然而在影像学检查的适应证分析这一

模块的成绩两组间无明显差异，这可能是此考查

内容以书本理论知识为主有关系。除了出科考核

这一客观评价外，学员的教学效果自评量表及满

意度也是评价教学效果的有益补充 [16]。李克特自

评量表从1932年发展至今，因其比同样长度的量

表具有更高的信度，为多维度的复杂概念或态度

的测量提供了一种方便的量化分析方法，影响力

非常大 [ 1 7 ]，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主观评价方

式。本研究利用李克特自评量表进行量化评价，B
组规培医生的教学效果自评量表明显优于对照组，

且所有学生(100.00%)均对这种教学模式感到非常

满意。因此，使用微信平台进行教学具有成本低，

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具有极大的推广潜力。

微信有效整合了几乎所有的媒体资源，例如

文本、语音和视频。同时，微信能集中许多知识

平台，具有便利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优点 [18]，

这使微信比起其他教学工具有着自身的优越性[19]。

微信能通过为住院医师提供互动，有效地促进了

点对点的交流，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对教学

质量有积极影响 [19]。教师可以按照教学需要，不

受 PA C S 等 的 硬 件 限 制 ， 随 时 上 传 课 程 数 据 和 视

频数据到微信平台，学员也可以接收到并随时、

及时查看教学信息，同时在微信小组内讨论相关

问题。参与的学员可以通过讨论，及时进行沟通

及解决学术问题，提高参与程度，有利于提高教

学质量质量。此外，由于微信可操作性强，普及

率高，时效性强，操作简单，因此学员可以快速

接收老师提供的信息，这提高了师生之间沟通的

效率 [20]。

然 而 这 种 微 信 互 动 的 学 习 形 式 也 存 在 一 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由于信息能长时间保存

在手机上，容易让学生产生学习依赖心理，认为

对于当下不明白的知识还可以重新再学，从而导

致学习效率下降；同时，微信存在于智能手机等

电子产品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产品的娱乐功能影

响，易使同学注意力分散，对学生的自律性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

综上，基于微信的PACS教学模式在眼眶科规

培医生中的应用相比传统的PACS教学模式，能显

著提高教学教学效果和满意度，提高综合评估结

果，提高教学质量。这种教育模式开辟了新的教

学方法，提高了学生学习热情，将“使要我学”

变成“我要学”，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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