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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Integrated 
Imag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multiple 
Discipline Team (mDT) in medical Imaging 
clinical Training on Undergraduates
ZHANG Ya, TAN Jing, AI Cong-hui, et al.,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Yunnan Tumor 

Hospital,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118, 

Yun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model with innovative integrated medical imaging training on medical imaging clinical 

teaching to undergraduates. Methods  Selected 100 medical imag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t had MDT plus 

innovative integrated medical imaging train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at carried out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n=50 for each group), teaching outcomes were assessed by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skill test upon course completion. Th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in experimental group.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amination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integrated innovative image teaching with MDT model, the satisfaction of 

each index was over 90%.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edical imaging with 

MDT model in medical imaging practice teaching helps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effect. 

And it is worth recommending in medical imaging clinical teaching.

[Key words] MDT; Integrated Medical Imaging Training; Medical Imaging; Clinical 

Teaching

　　传统医学影像教育模式对于医学生的培养存在诸多局限性，如医

学基础理论及临床知识枯燥难记、繁杂琐碎，二者联系严重脱节，学

生依赖考前突击强记，考后很快遗忘；既往学习理论知识在临床实践

工作中难以活学活用；临床各科之间知识衔接欠佳，难以综合运用和

系统分析等
[1]
。适应现代医学影像学多层次教育，培养高质量医学影

像人才，需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联系我教研

室实际工作特点，再结合医学影像学教育新形势，我教研室首次尝试

多学科诊疗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下创新型“整合式”

影像教学方法，以探索医学影像学本科生教学的最佳模式。

　　1  对象和方法

　　1.1 教学对象  选取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完成所有理论课程学

习进入实践阶段到我院实习的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学生100名作为研究

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试验组实施MDT模式下创新

型“整合式”影像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每组50名学生，

试验组男生20名，女生30名，中位年龄21.2岁；对照组男生22名，女

生28名，中位年龄21.5岁，二组间年龄、性别构成无统计学差异(P＞

0.05)。

　　1.2 教学内容和方法  教学目的、内容严格依据教学大纲。本研

究选取影像诊断学各章中的肿瘤为教学内容。试验组实施MDT模式下创

新型“整合式”影像教学法，具体如下：(1)MDT观摩：共安排10次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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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MDT模式下创新型“整
合式”影像教学模式在医学影像学本科
生实践中的教学效果。方法 通过理论和
实践考核的方式，比较MDT模式下创新型
“整合式”影像教学模式(试验组)和传统
教学方式(对照组)在医学影像学本科生
专业实践中的教学效果差异，同时采用问
卷调查方式评价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
式”影像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结果 试
验组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P＜0.05)；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
接受和满意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
影像教学模式，各项指标满意度在90%以
上。结论 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影
像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医学影像学实践教
学的教学效果，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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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相关的MDT临床观摩活动，每次

讨论4个病例，参与者为影像科、

病理科、内科、外科、放疗科、

介入治疗科等具有5年以上相应专

科的主治及副高级以上医师，其

也是创新型“整合式”影像教学

的主讲老师。(2)创新型“整合

式”影像教学：每次MDT结束后，

由主讲教师选择3个病例用于“整

合式”影像教学，以典型临床病

例及具体临床问题为出发点，运

用影像枢纽特点完善教学，指导

学生应用图书馆数据库进行文献

检索、资料收集、整理及小组讨

论自主探究和获取问题的答案，

然后团队制作PPT讲解，再由老

师归纳重点、理清思路和透彻、

整合分析，以巩固知识。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法，即通过常规讲

座、影像对照分析的PPT授课方法

进行10次肿瘤相关的教学,重点讲

授相应疾病的影像诊断与鉴别诊

断及相关病理、临床诊疗问题，

每次分析3个病例。两组学生严格

按照教学实习大纲要求，实习内

容、时间一致，同一内容同一带

教老师，统一命题考核。

　　1.3 教学考核和效果评价  

采用理论结合实践操作的方法对

学生进行临床能力考核，进行教

学考核和反馈评价。理论和实

践考核分别100分。理论考核内

容为全身各系统临床常见肿瘤的

影像学表现、影像诊断和鉴别诊

断等，三者各占30分、30分、40

分，其中，影像诊断和鉴别诊断

包含疾病相关的流行病学、临床

表现、实验室、病理和治疗等相

关内容。实践考核内容包括PACS

阅片分析能力、诊断报告书写能

力、相关延伸专业技术问题及相

关临床问题等，分别占30分、30

分、20分、20分。

　　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

影像教学效果的反馈评价采用满

意度调查问卷形式，在试验组最

后一次教学时现场发放问卷，采

用不记名方式，学生当场填写并

收回。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是否接

受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教

育，其是否有利于理解疾病的影

像表现和征象，提升疾病的影像

诊断水平、鉴别能力和专业技术

能力，有助培养临床影像诊断思

维，提高学习和自学的兴趣、团

队学习合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文献查阅能力及教学满

意度等。

　　1.4 统计学方法  比较试验

组及对照组的教学考核有无差

异，分析实验组教学反馈结果。

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

齐性的两组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

检验，否则采用Kruskal Wallis 

H秩和检验。所有检验均采用双侧

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   果

　　2.1 教学考核结果  试验组

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教学效果反馈情况  向

试验组学生发放问卷50份，收回

50份，有效问卷50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100%。结果显示MDT模式下

创新型“整合式”影像教学方法

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

果和文献查阅及分析解决问题等

能力，有助于培养科学的临床影

像诊断思维，同时由于通过团队

制作PPT讲解，加强了语言沟通和

团队协作能力，让同学们学以致

用，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见表2。

　　3  讨   论

　　医学影像学与基础医学、临

床其他各学科之间均有紧密联

系，且具有同病异影和同影异病

等复杂多变个性化的特点
[2]
，因

此，医学影像诊断学实习教学在

整个诊断学教学过程中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医学影像学随着计算

机技术和CT、MR等大型诊断仪器

的发展而飞快发展，知识更新速

度迅速，这就要求教师们要着重

表2 试验组学生对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影像教学的反馈评价

调查项目                                       是(n/%)           否(n/%)

接受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教育              50/100             0/0

有利于理解疾病的影像表现和征象                 47/94              3/6

提升疾病的影像诊断和鉴别能力                   46/92              4/8

提高专业技术能力                               45/90              5/10

有助培养临床影像诊断思维                       48/96              2/4

提高学习和自学的兴趣                           46/92              4/8

提高团队学习合作能力                           50/100             0/0

提高文献查阅能力                               47/94              3/6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8/96              2/4

教学满意度                                     49/98              1/2

表1 两组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的比较

                        理论考核成绩(分)                实践考核成绩(分)

试验组                    91.63±3.71                     85.70±3.86

对照组                    84.10±3.07                     80.60±4.17

t                         4.94                            2.84

P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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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学生的临床影像诊断思维

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自主学习

和创新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为

临床服务
[3]
。但是，以讲述为主

的传统医学影像教育模式由于存

在课堂气氛生硬、理论知识灌输

枯燥以及解剖结构抽象难以理

解、记忆等诸多弊端，不仅不利

于提高学生对授课内容的掌握和

运用能力，而且还容易磨灭学生

的学习兴趣，已经无法满足现在

医学教育的需求
[4]
。因此，实施

教学创新至关重要。MDT模式以疾

病为核心，强调以器官系统为中

心的影像科、外科、内科、放疗

科、病理科、介入治疗科等各个

亚专科之间的协作诊疗，以为患

者提供最佳方案。现代电子病历

及信息化医学的发展将其推入全

新的时代。在我国，目前MDT作为

一种新兴的诊疗模式，打破了过

去以治疗手段分科的旧机制，建

立了以病种为单位的新机制，使

传统的个体经验性医疗转变为现

代的小组协作规范化、个性化决

策模式，在肿瘤的诊治中应用尤

其广泛
[5]
。然而，MDT模式不仅可

应用于临床学科诊疗，亦可将其

用于医学影像学实习生和研究生

的培养
[6]
。医学影像学与临床、

病理密切相关，MDT教学模式通过

真实的临床实践，与影像相关的

病理等基础和临床诊断知识融会

贯通，让医学影像学学生能从临

床医生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解决问

题，提高影像诊断水平
[7]
。

　　创新型“整合式”影像教学

是以具体临床问题为出发点
[8]
，

秉承理论结合实际、基础整合临

床和临床融会科研的主要原则，

通过“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解

决问题—经验总结指导”的模

式，旨在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知识

体系和培养良好学习思维
[1]
。在

影像学本科生实习中，可采用理

论方法与临床实践纵向整合
[9]
和

影像特征与临床贯通横向整合
[10]

两

种模式:前者以器官系统为基础单

位,以典型病例及问题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获取答案，再

由教师理清思路、透彻分析和归

纳重点。教学过程中注重病理依

据、科学思维传授和培养学生探

索创新意识；后者强调影像医学

既是疾病解剖形态及功能改变的

反映，又是临床各科的链接枢

纽。运用影像桥梁作用完善教

学，将疾病综合特点整合分析，

梳理疾病诊治思路，旨在提高学

生医学素养，巩固教学知识
[1]
。研

究表明创新型“整合式”影像教

学不仅有助于改善课堂氛围，提

高学习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学生

医学影像学与基础、临床知识的

融会掌握，进而加强学生影像知

识的临床运用能力，再而帮助提

升综合医学能力，最终促进良好

的医学生培养效果。

　　本研究采用MDT模式下创新

型“整合式”影像教学，以某一

肿瘤的具体临床诊疗问题为出

发点，践行“精准诊疗，影像先

行”，二者结合使学生置身真实

诊疗场景，以真实、复杂的临床

情境为支撑，课程内容不再是单

一的、理论化的、体系化的书本

知识，而是以实际临床病例，具

体临床问题为中心的团队重点讨

论式教学，问题聚集，内容凝

练。研究结果显示该教学模式可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效

果、文献查阅和团队协作等能

力，有助于培养科学的临床影像

诊断思维，让同学们学以致用，

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由于具有系

统性、直观性和趣味性，使学生

获得更大成就感和教学满意度。

另外，在教学中同时融入对肿瘤

患者的人文关怀，这是传统的虚

拟情景教学难以比拟的
[11]

。最

后，教学深入了解临床需求，能

使学生在日后影像学诊断工作中

更好的服务于临床实践
[12]

。

　　因此，MDT模式下创新型“整

合式”影像教学法对于医学影像

学诊断实习具有一定的应用价

值，值得在影像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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