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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基于共词分析法的我国儿科临床教学研究现状分析

杨晓燕，陈　超，母得志△，唐　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７．０４８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０７０８８９０２

　　儿科学是一门专业性、实用性很强的临床学科，由于儿科

患者的特殊性，临床教学的难度远高于其他学科。因而医学生

对儿科学学习积极性相对较低，儿科临床教学工作中带教教师

的积极性亦很难充分发挥，加之日益突出的医患矛盾，影响了

儿科临床教学工作的开展。目前儿科临床教学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１２］。临床教学和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学习过程中必不可缺

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从医学生过渡到医师的第一步，是医学生

进入到医疗活动的开始。不少儿科医务工作者和教务工作者

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儿科临床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研

究，提出对策，以期寻找新的改善教学质量的突破口。

共词分析法属于内容分析方法的一种，是利用文献集中词

汇对共同出现的情况，通过聚类分析以确定这些词之间的亲疏

关系，以此确定该文献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反映

该专业的科学研究水平及其历史发展的动态和静态结构［３４］。

本研究采用共词分析法对我国儿科临床教学研究的现状进行

分析，总结我国１０余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情况，预测我国儿科临

床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和研究趋势，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可能的

研究方向。

１　资料与方法

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以“临床教学”、“儿

科”为自由词进行检索，限定文章发表日期为２０００年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共命中文献２８８篇。对所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去

重处理，同时去掉有关医院、书籍、名师介绍及稿约后，剩余文

献２６７篇。利用 Ｗｏｒｄ２０１０及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对上述文献的关键词

进行提取及词频统计［５］，根据Ｄｏｎｏｈｕｅ于１９７３年提出的高频

低频词界分公式［６］：

犜＝（－１＋ １＋８×犐槡 １）／２

计算出分界阈值为２５．８，即高频关键词只有“临床教学”、

“儿科”、“儿科学”３个。仅有这３个关键词不能反映研究的全

貌，故选取词频大于或等于５的关键词作为高频词，共３４个。

利用Ｅｘｃｌｅ２０１０建立关系矩阵，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的 Ｎｅｔ

ｄｒａｗ工具绘制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网络，结点的远近即可

反映各关键词间的亲疏关系，而网络图中排列接近中心的结点

即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同时采用聚类算法进行排

列，词频越高的结点相对越大，关键词彼此关系越密切则结点

间连线越粗。

２　结　　果

选取的高频关键词共３４个，各自出现的频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入选的高频词及词频（狀）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临床教学 １０７ 带教老师 １２ 临床思维 ６

儿科 ７１ 儿科护理学 １２ 七年制 ６

儿科学 ６８ 循证医学 １２ 实习 ６

医学生 ２３ 中医儿科学 １２ 问题 ６

临床实习 ２２ 临床带教 １１ 医患沟通 ６

教学方法 ２０ 医学教育 １１ 中医儿科 ６

教学 １９ 儿科教学 １０ ＰＢＬ ５

临床见习 １５ 儿科临床 ８ 案例教学法 ５

教学模式 １４ 儿科临床教学 ７ 标准化患者 ５

对策 １３ 护生 ７ 带教 ５

教学改革 １３ 儿科护理 ６ 护理 ５

教学质量 １３ － － － －

　　ＰＢＬ：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表示此项无数据。

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我国儿科临床教学方式方法的研

究内容涵盖了多方面，包括标准化患者的使用、ＰＢＬ及案例教

学法的引入。教学对象范围广，不仅涉及到实习和见习阶段的

本科医学生、七年制学生，还包括了护理生，而带教老师作为教

学的一方也在研究中被频繁涉猎；教学的内容亦覆盖了西医、

中医、护理甚至循证医学领域。

这些关键词的关系网络图反映出居于中心地位的仍是对

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对教学质量的关注；带教老师和教学对象

（医学生、七年制、护理生）作为教学的双方，也是儿科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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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受关注的热点。见图１。

图１　　高频关键词共现关系网络

３　讨　　论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而从学术论文中或外选择出

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和术语，是未规范的

自然语词［７］。一个学科通常由数量有限的关键词组成，随着学

科的发展，关键词的出现及其频率、不同关键词的组合形式处

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这些关键词词频及组合形式的研究

能反映出该领域在该时间段内的研究热点和现状［８９］。

共词分析法其原理是利用文献中词汇出现的情况，确定该

文献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３］。应用可视化技术对

这些结果进行处理，可以生成直观的知识图谱，形象地展示学

科的核心结构、前沿领域和整体知识构架。本文正是借助了共

词分析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展示了１０

余年来我国儿科临床教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为未来的研究领域

和方向提供思路和证据。

从入选的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我国儿科临床教学涉及领

域广、涵盖内容丰富、教学对象多，故儿科临床教学的教学状况

复杂，难度高。临床教学是医学生学习过程中必不可缺的重要

环节之一，不同于理论教学阶段，临床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

书本上或文献来源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更应以医学活动为背

景，结合复杂的实际情况，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医学生

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现阶段，医患关系复杂，医学生相对较多，可作为医学生临

床实际操作的患者资源相对不足为临床教学增加了难度。标

准化患者的引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

案［１０］。标准化患者可作为重要的教学方参与进临床教学，及

时发现和纠正学习方在实践过程中的各种不足之处，规范其医

疗行为，在他们接触真正的患者前打下理论课堂所不能提供的

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案例教学法、ＰＢＬ的引入则为医学生的

临床思维训练提供了新的方式方法。医疗活动是一个复杂的

行为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预知的。案例教学法、ＰＢＬ在

一定程度上把来自非教学方对教学的影响降到最低，将医学生

的关注点逐步引导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去，

从而避免“记笔记－对笔记－背笔记”的学习方法，有利于锻炼

其临床思维能力，活跃其思路［１０１２］。循证医学教学模式等热

点教学方法的引入，也为儿科临床教学思路带来百花齐放的

局面。

从入选的高频关键词亦可看出，儿科临床教学对象范围

广，不仅涉及到实习和见习阶段的本科医学生、七年制学生，还

包括了护理生以及具有专科导向性的中医儿科学生。教学对

象水平和理论知识背景的参差不齐也为儿科临床教学带来了

一定难度。教学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带教老师作为高频关

键词入选从侧面说明了儿科医务工作者和教务工作者对临床

教学工作的重视。

此外，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高频关键词涉及到了西医、中医、

护理及循证医学领域，也体现出儿科临床教学工作内容的复杂

性。而关键词医患沟通的入选则从侧面反映了日趋复杂化的

医患关系使得这一内容也成为儿科临床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

个教学内容。

由于本研究收录的文献年代跨度相对较广，撰写人员各

异，且关键词的选取标准具有一定弹性，导致关键词选择撰写

不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准确度。例如在入选

的高频关键词中，同时出现了“儿科”、“临床教学”和“儿科临床

教学”３个关键词，后者涵盖了前两者的内容；另一些文献仅以

“儿科”、“临床教学”等作为关键词，并未对其所涉猎的具体教

学方式方法进行关键词提取，这些现象均提示了关键词撰写和

选取的不规范。而研究从设计、实施、成文到发表，需要一定的

时间，已发表文献的研究存在一定滞后性，但本研究所提供的

信息仍能展示出我国儿科临床教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整体知识

构架，为未来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提供思路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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