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反映学生的动手能力)而实验总结部分是三个部分中的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反映学生分析问题和表述自己独特观点

的能力)

/

!

以人为本创新实验教学模式的效果

在以人为本创新实验教学理念形成之后#将以人为本的创

新实验教学模式应用到本院
"&&$

级和
"&&A

级检验本科班的

分子诊断学实验教学中)为检验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所取得的

教学效果和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在分子诊断学课终

考试之后#以问卷调查方式对两届上课班级的学生进行调查)

共发放问卷
"?&

人份#收回问卷
"?&

人份#回收率
!&&\

#经审

核回收问卷全部有效#统计结果见表
!

)

表
!

!

以人为本创新实验教学模式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

'

调查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以人为本创新实验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 !?#$ &

对有利于知识要点掌握方面的满意度
(A#% !&#( !#A

对设计性实验安排的满意度
('#( !"#0 '#'

提高上实验课兴趣和积极性方面的满意度
0!#A (#' &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满意度
A&#& "A#0 "#!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满意度
A"#0 "%#& "#!

提高实际动手能力方面的满意度
0%#& !#" '#(

提高文献检索能力方面的满意度
0"#% "#0 ?#$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都满意以人为本的创新实

验教学模式#并认为该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增加学生上实验课的

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还可以在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

!

体
!!

会

在以人为本的创新实验教学体系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学生在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

中都表现出扎实的实验技能和一定的科研素质#受到导师们的

好评)当然在分子诊断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也面临

着一些现实问题)首先#由于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参差不齐#导

致教学效果上的两极分化)那些基础好/动手能力强/科研兴

趣浓厚的学生在这种模式培养下#实验技能和创新思维等各项

潜能都得到了提高)而少数基础差/主动学习积极性较欠缺的

学生则以应付了事#对于这些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引导他

们认识到实验技能的培养实际上也是一个人能力素质的培养)

其次#以人为本的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对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学术

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既要有

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知识#熟悉操作技能#又要积极跟踪学科发

展趋势#不断充实自己#才能更好地给那些思维活跃/创新潜力

大的学生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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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医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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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是一种客观性较强的用于评价临床能力的方

法#要求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多个-考站.#完成一系列的

临床任务#并用一定的标准进行评分#从而评价他们的临床技

能和$或&态度*

!

+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医学教育机构将

其作为一项重要的临床能力测评工具*

"

+

)本校也开展了

4,).

考试#并对考试进行分析与评估)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制中医学毕业生按教学计划完成全部本

科课程学习#获得相应学分#共
0A

人参加
4,).

考试)

$#/

!

研究方法

$#/#$

!

4,).

内容
!

包括中药识别与方药考核%四诊能力考

核%体格检查%急救技术与常用仪器使用%无菌技术与外科操

作%妇科/儿科技能考核%病案分析与完整住院病历考核%中西

医临床知识答辩%与专业或专业方向相关的技能考核#共
%

站

$表
!

&)考生轮流经过各站#应尽可能真实地模拟真实病房和

诊疗室的氛围)

$#/#/

!

各站点情况

$#/#/#$

!

,/

考站$问诊和体检站&

!

模拟实际临床场景测试

学生在整个临床工作过程中的各种能力#由
,/

分别从问诊内

容及问诊综合表现$包括收集资料技巧/交流技巧/医德医风&/

体检内容及体检综合表现$包括体检系统性/规范化#重点器官

系统检查#查体技巧等方面&评估学生#按照预先制订的评分标

准直接对考生打分%另外#还安排临床教师给问诊学生进行评

分#学生
,/

考站的最终得分由
,/

患者与教师打分按比例计

算)主要考查学生沟通交流能力/临床技能等)

$#/#/#/

!

中医考站
!

由于本次考查的学生为中医学专业#因

此主要考察学生中医基本技能#如四诊中的舌/脉诊#方剂歌

诀等)

$#/#/#'

!

技能操作考站
!

临床技能为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

我们从中抽出
"

项作为考核的内容#其中外科技能包括洗手/

穿手术衣/戴手套等#随机抽取一项进行考核)

$#/#/#1

!

辅助检查
!

主要考查学生读胸片/识别心电图#以及

对常用生化指标的了解情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FNXDM)8LJ

!

XF*KH"&!!

!

YC8#(

!

ZC#%



$#/#/#2

!

基础知识
!

体格检查考核使用心肺听诊模型以及腹

部触诊模型#主要考查学生对病理情况下患者体征的了解情

况)中医内科病历主要考查学生中医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辩

证思维能力等)

表
!

!

4,).

内容及各站点情况

站点 考试范围
考试时间

$

:LJ

&

参加

人数

占总分比例

$

\

&

第一站
,/

问诊 内科"外科
!" ? '&#&

第二站 中医 方剂歌诀
' ! %#&

中医脉诊
' ! %#&

中医舌诊
' ! %#&

中药识别
' ! %#&

第三站 技能操作 外科技能
$ !

组
"

人
!&#&

)/3 $ !

组
"

人
!&#&

第四站 辅助检查 胸片
' ! "#%

心电图
' ! "#%

实验室检查
! ' ! "#%

实验室检查
" ' ! "#%

第五站 基础知识 体格检查
$ !

组
" !&#&

中医内科病历
$ !

组
" !&#&

总计
$& "& !&&#&

/

!

结
!!

果

/#$

!

问卷调查方法及内容
!

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学生

考试结束后当场填写
4,).

考试意见反馈表#教师及时收回)

问卷共设两大方面问题#分别为对
4,).

考试的考试质量以及

总体设计#两大方面下设若干子问题)考生可对这次
4,).

考

试的总体情况/组织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评价)最后另设一

个开放式问题#考生可对这次
4,).

考试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建议)希望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眼中的
4,1

.)

#并希望对临床技能教学的改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将整

卷均选择一种答案的列为无效问卷)

/#/

!

考生对
4,).

毕业考试的评价
!

共回收表格
0A

份#剔除

无效问卷
?

份#实际回收
0'

份)数据分析!$

!

&对
4,).

考试

质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考生对本次考试中的病例是否符

合临床及符合实际/标准化患者能否真实地模拟患者/

4,).

对学生今后步入工作是否有帮助/

4,).

是否客观公正/

4,).

是否有助于理论知识的学习/

4,).

是否有助于促进临床技能

的掌握/

4,).

是否有助于将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职业能

力觉得有帮助$分别占总数的
(!#?\

/

A%#(\

/

(A#$\

/

("#!\

/

(&#$\

/

(A#"\

/

A!#"\

&%$

"

&对总体设计结果显示
$?#(\

的认

为考站能够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

的学生认为

4,).

考试总时间合适#

(#0\

的学生认为参加
4,).

考试感

到疲乏%$

'

&有些学生在回答开放式问题时#认为进行这样的考

试对提高临床技能有更大的帮助#对未来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

试也有很大的帮助)

'

!

讨
!!

论

通过对本次
4,).

每站学生考试得分的分析发现#学生对

于第三站技能操作得分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开设临床技

能课#而且实训室平时对学生开放%第四站辅助检查学生普遍

成绩偏低#部分学生心电图或者胸片得分为零分#主要原因可

能是学生只停留在书本的理论知识站#平时较少接触心电图或

者胸片#因此在考试时不能进行准确的判断)

针对学生在
4,).

考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采取一些措

施#如在进入临床实习前就开展各种培训#主要是围绕
4,).

考试的相关联系#希望通过开展这些联系#使学生能够尽快融

入临床)另一方面#因考试可靠性与
4,).

所包含的考站数目

有密切关系*

'

+

#因此目前的考站数及现有试题量较少#应进一

步扩充
4,).

题量#完善考试形式)

总之#在临床实习结束后#进行这样一次临床能力的全面

评估#可以了解到医学生的实际临床技能水平以及存在的不

足#从中可初步探寻到目前临床技能学教育的现状#并以此为

进一步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

+ 景汇泉#于晓松#孙宝志
#4,).

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W

+

#

国外医学!医学教育分册#

"&&"

#

"'

$

"

&!

"01''#

*

"

+ 曾雪萍#赵琛#赵海磊
#

中医学专业应用客观结构化临床

考试的探索*

W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

"&!&

#

!"

$

"

&!

"!!1"!'#

*

'

+ 罗海波#胡靖#王安莉
#

浅析如何提高
4,).

质量*

W

+

#

中

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A

#

%

$

(

&!

%(1%0#

$收稿日期!

"&!&1&01'&

&

临床技能实训教学改革初探

杨眉峰!王春桔!刘
!

!

"福建中医学院教务处模拟医院!福州
!

'%&!&(

$

!!

"关键词#

!

教学改革#

!

临床技能#

!

实训教学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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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
"&&(

年成立了中西医技能实践教学中心#打造了

功能齐全的临床技能学实践教学平台#满足了医学生临床技能

学实践教学和培训的需要)

传统的临床实践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灌输式的被动性

教学模式普遍存在#医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宽厚的人文自然

科学知识和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熟练掌握临床基本技能#具

有较强的创新思想和临床实践能力#以及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

能力#具有较大发展潜能*

!

+

)为此#对临床技能选修课实训教

学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较满意的教学效果#现

总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择本校
"&&A

级与
"&&(

级临床医学/中西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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