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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是教学计划$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专业

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中心环节#是课程研究的落脚点'如何

科学地整合基础课程#合理地进行学时分配#充分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改进教学方式与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

效益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3!

*

'学生成绩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作者欲通过分析医学生不同课程的学生成绩#

提出课程设置的新思路#挖掘成绩中蕴藏的教育(教学规律#促

进学科自身进行有效的教学反思'路径分析由数量遗传学家

S:I>AAY?/

D

96

于
$'!$

年提出#经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的一种

多元统计技术'它通过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分解来

研究因变量$性状&的相对重要性#是将相关系数分解为许多部

分#以显示某一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和间接作用效

果#已在众多领域广泛应用)

,3#

*

'但是在学生成绩分析中运用

很少#本文就此举例#旨在为处理各种有关路径分析的资料提

供一定的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在校期

间主干课程学习成绩数据'对收集资料经多方认真核查(校对

无误后#将所有数据双人录入
L]=:A!"",

#建立分析数据库'

>%?

!

方法
!

假设公共基础课会影响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成

绩%专业基础课程会影响专业课程成绩%而公共基础课也会直

接影响专业课程成绩关系存在'课程体系分类变量定义见

表
$

'

>%@

!

统计学处理
!

用
SJSS$$%(

统计软件对调查资料进行路

径分析'选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路径系数是回归方程式中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L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由路径系数分析可见#在对专业课程影响的路径中#有
,

条有意义路径#见图
$

!$

$

&公共基础课程
+

专业课程%$

!

&公共

基础课程
+

专业基础课程
+

专业课程%$

,

&专业基础课程
+

专

业课程'研究分析路径图如下所示!由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

*

值&提示专业基础课程对专业课程的影响较大'第
$

个复

回归!效标变量为专业课程#预测变量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

础课程#结果见表
!

'第
!

个复回归!效标变量为专业基础课

程#预测变量为公共基础课程#结果见表
,

'第
,

个复回归!效

标变量为专业课程#预测变量为专业基础课程#结果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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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主干课程体系分类变量定义

公共基础课程
4

变量
N

?

专业基础课程
M

变量
N

?

专业课程
E

变量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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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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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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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学$

!

(

&

*&%)) )%((

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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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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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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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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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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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复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B

&

标准误$

?

:

& 标准回归系数$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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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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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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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复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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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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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临床医学专业主干课程体系路径分析图

若变量间因果关系影响路径共有
,

条#要进行
,

个复回归

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

&公共基础课变量对专业课程的影响

途径有
!

条!

2

公共基础课程直接影响专业课程#此为直接效

果%

3

以专业基础课程为中介变量#而影响专业课程#此为间接

效果'$

!

&专业基础课程变量直接影响专业课程#此为直接

效果'

由路径系数分析可见#在对专业课程影响的路径中#有
,

条有意义路径#见图
!

'$

$

&公共基础课程
+

专业课程%$

!

&公

共基础课程
+

专业基础课程
+

专业课程%$

,

&专业基础课程
+

专业课程'

图
!

!!

临床医学专业主干课程体系路径分析结果

@

!

讨
!!

论

目前#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常采用的方法是多元回归分析#

但多元回归分析只考察变量之间的直接作用#而实际上变量之

间的关联关系往往是一个复杂的传递过程'与之相比#路径分

析可以全面地考察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作

用'路径分析可以用路径图直观地显示变量间的结构关系#并

可以进行验证和修改直到拟合满意为止)

*

*

'本研究从路径系

数产生了
,

条有意义的有效路径#支持课程体系的三大模块

$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划分'对专业课程的影

响中#专业基础课程既是直接变量#又是间接变量#对专业课程

影响较大%而公共基础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直接

变量#产生的是直接效果'提示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计划$培养

方案&制订和修订中#分层次设置课程#充分体现学科的纵向衔

接与递进#为进一步教学改革#探索医学教育教学规律#提供一

定的参考价值'

路径分析将简单相关系数分解为直接通径系数和间接通

径系数#使人们能够透过相关的表面现象深入研究原因变量与

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统计决策提供可靠的依

据)

)3'

*

'路径分析法是相关分析的补充和发展#旨在将路径系

数所给出的定性信息和已掌握的关于因果关系的定性信息结

合起来#给出对因果关系的一个准确解释'但这种相关关系仍

然是一种定性关系#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

分析结果仍可以为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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