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

形成性考核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与分析

罗征秀，刘恩梅，曾　燕，王家蓉，李　谧，蒋乐媛，于　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科教研室　４００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３．０５０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３０３８３０２

　　在我国目前教育体制下，考试成绩高低直接关系未来，这

种只以分数为依据的做法夸大了考试成绩作用，使学生只重分

数不重能力。而医学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教育，传统考试形式

单一，侧重教材和课堂笔记，导致学生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考

试过关，不注重自身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培养［１２］。祖勤等［３］对

８３５名医学生调查研究发现６３．５％的学生没有明确学习目标，

５５．９％学生存在“前松后紧、应付考试”情况。

形成性评价是学生在一个教学模块中参与、能得到反馈且

能促进学习的一种教学活动。着重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参与度和学习态度，能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效果，产生主动学习需求［４］。形成

性考核在教学全过程中进行，能及时掌握学生学习状况，从而

取得最优教学效果。对于高等医学院校而言，实践教学比重较

大，理论学习也是为了更好指导临床实践，如果过分注重终结

性评价而忽视了形成性评价，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作者自

２０１２年开始在临床医学专业开展形成性考核研究，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０９级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共３４８人，实验班１７９人采用形成性考核，在教学过程中注

重对每一教学环节考查；对照班１６９人采用传统考试方式，以

期末考试分数作为最终成绩，无其他考查项目。实验班和对照

班学生由相同教师完成理论教学及临床实践教学，使用同一教

材。实验班、对照班半期考试、期末考试试卷相同。

１．２　形成性考核模式　任课教师在开学初向学生公布本课程

成绩评定办法、考试方式。形成性考核成绩共计１００分，由平

时成绩、临床实践成绩、半期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共同组

成，形成性考核成绩由考核小组（４人组成）集体评分确定。

１．２．１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３０％）　内容包括是否迟到、早

退、旷课等出勤情况；讨论课是否主动发言、是否主动回答问

题、是否积极参与师生互动和小组活动等及课后案例分析。

１．２．２　临床实践成绩（占总成绩１０％）　内容包括病史采集、

体格检查、医患沟通及团队协作能力、病历书写能力等。

１．２．３　半期考试成绩（占总成绩１０％）　半期考试卷面总分

１００分，根据实际得分进行折算。

１．２．４　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５０％）　期末考试卷面总分

１００分，根据实际得分进行折算。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学期考试结束后问卷调查形成性考核对主

观教学效果的影响；半期考试、期末考试成绩及格率比较，以考

试成绩为客观评价指标；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分析，计量

数据以狓±狊表示，计数资料比较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有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主观教学效果比较　形成性考核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可显

著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临床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见表１。

表１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习情况自评调查结果［狀（％）］

项目 实验班 对照班 χ
２ 犘

能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１７９（１００） ５７（３３．７） １７４．９６ ＜０．０１

能提高课堂注意力 １７４（９７．２） ９０（５３．３） ９１．７１ ＜０．０１

能提高自觉学习意识 １７０（９４．９） ７９（４６．７） ９９．３２ ＜０．０１

能提高临床分析能力 １６３（９１．１） １１３（６６．８） ３２．９３ ＜０．０１

能巩固理论知识 １７３（９６．６） ６２（３６．７） １４２．５３ ＜０．０１

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１７５（９７．８） ９５（５６．２） ８６．３１ ＜０．０１

２．２　客观教学效果比较　对实验班、对照班半期考试成绩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采用形成性考核方式进行教学

活动一学期后，实验班学生考试成绩明显提高，期末考试成绩

显著优于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对照班学生（犘＜０．０１），实验

班、对照班学生不及格率分别为２．２％、１３．０％，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
２＝１４．６，犘＜０．０１）。

表２　　实验班和对照班考试成绩比较（狓±狊）

组别 半期成绩 期末成绩

实验班 ６４．９±９．６ ７８．８±８．８

对照班 ６４．７±１０．５ ７２．８±１１．２

犉 ０．０３ １３．６

犘 ０．８７ ０．０００３

表３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期末成绩分布（狀）

成绩 实验班 对照班

９０～１００分 １１ ４

８０～＜９０分 ７１ ４３

７０～＜８０分 ６５ ６７

６０～＜７０分 ２８ ３３

＜６０分 ４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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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学生创造意识，稳

步、高效提高教育与教学实际效果。传统终结性考核主要方式

是期末闭卷考试，主要目标在于测试学生对基本知识的记忆、

理解和简单应用，无法考查学生分析问题、沟通交流、依靠原有

知识技术获取未知答案等能力，不利于综合能力及创新能力培

养［５］。考试方式与考试制度改革可带动教育教学方式改革，有

利于营造创新育才环境［６７］。

形成性评价由美国教育学家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ｃｒｉｖｅｎ博士于１９６７

年提出，１９８７年引入我国，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具有明显的

效果［８］。

本文在形成性考核中设置了病例讨论、病例分析、实践操

作等内容及口试方式，不但有效杜绝了相互抄袭，而且对锻炼

学生语言组织、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等方面都有推动作用，符合素质教育宗旨。形成性考核除

了可以科学、客观、全程地评价学生学业成绩，还可及时反馈信

息，帮助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情况，及时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

效率、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将“以考试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习

为中心”。通过形成性考核与传统期末终结性考核对比研究，

发现形成性考核具有以下优势。（１）能提升学生学习态度和效

果。学生对形成性考核总体评价较好，可提高学习主动性、自

觉性、团队协作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可增强教学实效性、

对未来临床工作具有指导作用。（２）能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本

研究发现实验班、对照班学生在半期考试时成绩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但经过一学期形成性评价学习，实验班学生

期末考试成绩显著提高，实验班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

照班（犘＜０．０５）。形成性考核促使学生注重课前预习和课后

复习，强化案例分析培训，主动参与临床实践及医患沟通能力

培训，能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巩

固学生理论知识，从而提高教育、教学实际效果。（３）能提升教

师素质。形成性考核促使老师全面了解学生对医学知识和技

能掌握情况，直接检查学生“学”的质量，同时也能间接地检查

教师“教”的质量，二者促使老师不断学习完善自我。作为一名

医学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临床基本功，同时要求教师具有高

度责任感、使命感，需要强化学习不断丰富自己医学知识和临

床经验。因此，形成性考核也能促使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但作者在形成性考核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若干问题，少部分

学生对形成性考核认识不足，仍然幻想像过去一样通过死记硬

背通过期末考试即万事大吉，实验班有２名学生期末考试均在

６０分以上，但由于不参加课后案例分析测试及缺席临床实践

活动等原因，导致形成性考核成绩未通过《儿科学》考试。针对

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在用好形成性考核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形成

性考核过程的管理，除在学期开始就对学生大力宣传这种考核

方式、引导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的思想动力外，还应该在实施过

程不断强化学生形成性评价理念，同时充分发挥好教师的导师

作用，完善形成性考核内容的设计，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指导

下，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素质入手，规范考核，有效引导

学生以考带学。此外，对带教老师进行规范培训，使其对形成

性考核具有深刻认识、明确采用问题法、实践法和临床情境模

拟法教学及评价内容也在形成性考核中有重要作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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