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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内科学1作为临床医学中的一门综合学科涉及面广#整体

性强#是临床医学中各科的基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

何加强临床教学中医学生的内科技能培训#是国内外医学教育

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内科临床教学三级学科分支较多#承

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存在着教学资源的匮乏与日益增长的教

学任务之间的矛盾'同时#现代社会随着医患关系紧张#维权

及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患者在就诊时往往拒绝实习

医师检查#使医学0内科学1临床教学工作的开展遇到很大阻

力#不利于医学生的良好成长(

'

)

'如何使医学生在0内科学1教

学中尤其是临床教学的实践阶段掌握扎实的问诊技巧*查体基

本功#进而提高对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识别和诊断能力#是

0内科学1临床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为解决这一教学

矛盾#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足#国内开始将标准化患者

$

E756A5=A8NIA

J

578I67

#

-,

%引入临床实践教学'

-,

是指从事非

医技工作的健康者或患者#经培训后#充当患者和评估人员(

&

)

'

该项目的引进#为0内科学1实践教学探索出一条新模式#推动

了0内科学1教学的改革'本院0内科学1教研组于
&))C

年在

&))2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大四上半年%的0内科学1临床教学

中应用
-,

#现将
-,

应用体会报道如下'

@

!

+内科学,

-,

的选择#培训及目的

本院
-,

的选择着重于曾经患某些急性疾病经治疗痊愈

的患者及某些慢性疾病的缓解期患者'这部分人群亲身经历

了疾病的发病*起病症状以及治疗经过#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该

疾病的临床表现'本院
-,

选择涉及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肾内科*血液内科*内分泌等在内的六个内科学三级

学科#选取各三级学科中的典型疾病患者并征得患者同意后#

签署知情同意书#选定为
-,

#共计
'(C

人#统一进行为期
&

个

月的
-,

培训#

-,

培训要点是对
-,

进行上述三级学科相关医

学基础知识进行普及#同时内科教研室教师分组对各个三级学

科的
-,

患者进行专科临床知识培训'

-,

培训要求
-,

掌握

自身所患疾病的常见症状*体征及正确的查体方法#能依要求

进行真实地扮演角色#并能熟练对问诊问题进行恰当回答'在

培训结束后#由教研室教师对
-,

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
-,

方

能进入临床为学生进行服务'

-,

的培训目的是为临床医学生

实习提供病史和体格检查者#提高学生临床工作及临床思维能

力&同时#可以作为客观有效的临床技能考核体系#为中国医学

生培养与国际接轨进行有效的尝试和准备'

A

!

+内科学,临床教学过程应用
-,

的具体实施步骤

-,

培训完成后进入0内科学1临床教学#学生与不同疾病

的
-,

接触#进行问诊#采集病史#进行全身体格检查#提出查

体重点#并指出可能出现的阳性体征'上述过程完成后#学生

提出可能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指出下一步应进行的辅助检查及

提出初步治疗原则&同时进行医患沟通#向患者说明上述意见#

并作恰当的解释'最后带教老师指出学生在问诊*查体及医患

沟通中出现的问题#教师进行问诊*查体及医患沟通方面的示

教#学生再次对
-,

进行补充问诊*查体训练#强化医患沟通技

巧#最后对病历的诊治进行讨论'

B

!

临床教学应用
-,

的效果评估

在0内科学1临床教学结束时#对该年级学生进行0内科学1

出科考试#包括对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动手能力*应急处

理能力及医患沟通能力的考核#并对实施
-,

教学的班级与未

应用
-,

教学班级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实施
-,

教学的班级#

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动手能力*应急处理能力及医患沟

通能力均优于未应用
-,

班级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见表
'

'

表
'

!!

实施
-,

教学的班级与未应用
-,

教学班级+内科学,

!!

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S3

$

%Z'))

&

出科考试项目
-,

教学班 非
-,

教学班
0 A

实际应用能力
G4:2GS(:'F G&:*GSG:'C '':4*

$

):)(

动手能力
G*:'CS(:&* G&:)2SG:'* 'C:C'

$

):)(

应急处理能力
G*:G'S(:*& G':FCSG:)' &G:&2

$

):)(

医患沟通能力
G(:*4S(:F& G':*&SG:4F 4(:G2

$

):)(

C

!

讨
!!

论

在当前紧张的医疗形势下#存在临床医学教学患者不配合

的局面#同时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医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

医学知识#习惯于背诵书本#以应付考试#而轻视临床技能的训

练#致使他们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独立胜任临床工

作#无法实现临床医学培养高素质*高能力人才的要求(

4

)

'如

何提高医学生的临床能力已经是医学教育中一个亟需解决的

棘手问题'在0内科学1临床教学工作中#摸索一种新的医学生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

作为现代医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和技术#以
-,

模拟现场

的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在真实地再现的场景中体验实际工作

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可以使学生掌握面对真实患者时需要的

基本技能#降低医学生面对真实患者的紧张或生疏心理#同时#

选择的
-,

对疾病的发病*起病症状以及治疗经过比较了解#

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该疾病的临床表现#可重复的问诊及体格检

查#让医学生掌握典型疾病的问诊及查体#同时加强医学生面

对某些特殊医疗事件时进行医患沟通的能力#促进0内科学1临

床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并且为医学生顺利走上临床岗位#成

为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2

)

'

在作者所在0内科学1教研室#应用
-,

调查发现#实施
-,

教学的班级#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动手能力*应急处理能

力及医患沟通能力均优于未应用
-,

教学班级的学生'同时#

大多数学生表示#

-,

在0内科学1临床教学中的应用#能提高

他们的问诊及查体技能水平#深化对疾病的认识#使教学活动

变得生动#有利于临床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同时强化

的医患沟通能力训练使他们在走上临床工作岗位后#受益匪

浅#并表示愿意继续接受
-,

教学方法'在应用
-,

教学的过

程中#笔者也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所培训的
-,

在一定程度上

表演性质较强#对答过于机械化*书面化#这使得某些病例真实

感下降#因此#在今后的
-,

培训上需要加大培训力度#力争
-,

在表现疾病特征上更加贴近原有疾病患病状态'但勿容置疑#

-,

的应用具有传统教学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并且实践证实

-,

教学效果良好#在0内科学1实践教学中
-,

教学具有一定的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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