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能力考核指标的制定中#要尽量选取定量评价的考核指标#

只能进行定性考评的指标#也应尽量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

"*#

!

构建具有专业性的临床能力考核指标体系
!

针对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下设的
!.

个二级学科#每一个二级学科考核指标

均有侧重#构建适用于各二级学科的临床实际能力考核指标体

系#增强考核指标系统的专业针对性#明确各级标准评分量度#

保障考核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合理性#切实保障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

!

构建可操作性强的临床能力考核指标体系
!

任何考评系

统都是为了能在实际工作有效运用#因此在构建考核指标体系

过程中#建立一个切实可用*使用方便的体系*采用标准化的方

法和量度#能够保证评价者标准的一致性$在实施手段上#要

在能够全面考核的基础上尽量减小工作量$在信息处理上#要

能够运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减少数据处理工作量$

#

!

结
!!

语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切实保障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才能真正培养出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卫生

工作需要的医疗实用性人才和医学高级专家'

!!

(

$临床能力是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必须

紧紧围绕其培养目标$加强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临床能力的考核#既是培养重点#也是难点$建立一套切实可

用*组织严密的考核体系#是强化和规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和提高临床技能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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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外科学与解剖学*神经病学*影像学等学科联系紧密#知

识面广*专业性强)是一门既需要大量记忆#又需要充分理解的

学科$由于各大医学院校均不同程度存在%学生多*师资力量

相对不足&的情况'

!

(

#目前骨外科学教学仍以%教师集中讲*学

生仔细记&的传统教学模式为主'

!2"

(

$虽然注重了知识的传

授#但削弱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积极性#忽视了医学生实际

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

(

)以至于出现%考前突击*考

后忘记&#培养了大量%高分低能&的学生$在实际工作中难以

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独立完成临床操作#更谈不上创新能

力的培养'

%2/

(

$如何将新的教育思想与高等医学教育的行业特

殊性相结合#从而培养出真正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显

得尤为重要$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

MM

CIJ<BIF=FK

M

EFdCAL2d<GAH

CA<E=I=

>

#

3W8

"以问题为先导*学生为中心#结合分组讨论*师

生互动#能有效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培

养学生主动学习*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

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非常有效'

-2.

(

$本院将
3W8

应用于
"#!#

级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校
"#!#

级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
/#

名作为试验组!

6

组"#另一班学生
/#

名作为

对照组!

W

组"$组间年龄*性别*入学成绩等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

&*!

!

方法
!

由同一位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规定#选定四肢和

骨盆骨折*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等内容作为教学内容)

6

组

采用
3W8

教学法#

W

组采用传统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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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主观问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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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激发学习

兴趣

提高口头

表达能力

提高自学

能力

提高对知识点的

理解能力

掌握知识的

系统性

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临床思维

能力

6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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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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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理论考试平均成绩比较"

#\$

#

组 别 名词解释!

!-

分" 选择题!

"#

分" 判断题!

!#

分" 问答题!

%#

分" 病例分析!

"-

分" 总成绩!

!##

分"

6

组
$*,"-\"*,$ !"*.##\%*," +*#"-\"*"- ""*,##\/*", "#*#"-\"*$- $!*,$-\+*,-

W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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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教学法
!

以教师教学为中心#结合教学大纲充分

备课#教师通过文字*幻灯片等详细讲解)采用传统的%教师认

真讲解#学生仔细听课*记笔记&教学方法#每项内容
"

学时$

&*!*!

!

3W8

教学法
!

!

!

"课前资料准备和问题设计$授课前

教师认真准备教学资料#精心设计系列问题$如选择典型的脊

髓损伤病例#并围绕病例提出疾病发生的病因*临床表现的病

理基础等问题#于教学该内容前
!

周发给试验组同学#并给出

学习参考资料及网址$要求学生在
!

周内先自己查资料#然后

以小组为单位!每
-

人一组#自由组合"利用课外活动时间!

/#

LI=

"分组讨论$!

"

"课堂发言及总结问题$教师请每组
!

位学

生回答#其他学生补充发言*讨论!

!

学时"$!

%

"讲解归纳$教

师根据学生回答的问题归纳总结#并将脊髓损伤的受伤机制*

病理变化等联系作系统的整理讲解!

!

学时"$

&*!*"

!

观察指标
!

在教学结束后#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口头

表达能力*提高自学能力*提高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掌握知识

的系统性*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方面进行

主观问卷调查和比较分析)对理论考核按名词解释*选择题*判

断题*问答题*病例分析及总成绩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比较$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B<B<!"*#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

表示#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主观问卷评价比较
!

6

组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口

头表达能力*提高自学能力*提高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及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方面分别为
.#*#)

*

."*-)

*

+"*-)

*

$-*#)

*

+$*-)

*

+#*#)

#

W

组为
,"*-)

*

-$*-)

*

--*#)

*

-"*-)

*

,$*-)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

6

组在掌握知识的系统性方面为
$#*#)

#

W

组
$$*-)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两组理论考试平均成绩比较
!

6

组在名词解释*问答题*

病例分析及总成绩方面得分为!

$*,"-\"*,$#

"*!

""*,##\

/*",#

"*!

"#*#"-\"*$-#

"*!

$!*,$-\+*,-#

"分#

W

组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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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6

组在选择题*判断题方面得分为!

!"*.##\%*,"#

"*!

+*#"-\

"*"-#

"分#

W

组为!

!"*"-#\%*!+#

"*!

$*+-#\!*"$#

"分#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当今大学生个性自我*随性#持久*吃苦能力欠缺)对好奇

的事物喜欢刨根问底*讨论)对于枯燥*乏味的事物明显缺乏兴

趣及动力'

!#2!!

(

$熟练记忆血管*神经*肌肉等解剖学知识是骨

外科学的基本要求#然而死记硬背解剖学知识不仅枯燥*乏味#

效果也差)只有让学生%主动*快乐学习&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

3W8

教学法是
!.,.

年由美国神经病学
&FO<EHW<EEFOG

教授首创#之后逐渐受到医学教育界的重视$

3W8

教学法以

%问题
2

思考
2

讨论
2

总结&为线索#充分利用学生对问题的好奇

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3W8

教学以学生为主*师生互动#避

免了传统%填鸭式&教学法的弊端)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3W8

教学与传统教学法相比具有很

多优势'

/2+

#

!!2!"

(

,!

!

"具有探究性$

3W8

教学以问题为先导#引

导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

"具有开放性$

3W8

教学打

破了%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育模式#采取小组讨论*师生互

动的学习方式#学习气氛更加融洽$!

%

"具有团队合作性$

3W8

教学要求集体讨论分析*解决问题#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合

作精神$!

/

"具有广泛性$

3W8

教学要求学生首先独立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个学生可根据自己所擅长的多种信息渠道

搜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知识的渠道也更加灵活多样$!

-

"

具有系统性$

3W8

教学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系统的解决

问题的方法#使学生积累更广泛*系统的知识$

本院在骨外科学教学中采用
3W8

教学法#主观问卷调查

显示#采用
3W8

教学的学生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口头表达

能力*提高自学能力*提高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及提高临床思维能力&等方面明显优于传统教学学生

!

"

"

#*#-

")理论考核总成绩显示,

3W8

教学学生在强调%死记

硬背&的%名词解释&方面略逊于传统教学学生#与胡兆华等'

!%

(

研究相符)而在%问答题*病例分析及总成绩&等方面均明显优

于传统教学学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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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强调%临床思维分析能力&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的%病例分析&方面优势更为明显!

%̀ %%*-%+

#

"`#*###

"$因

此#

3W8

教学法对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科

学探索和创新能力更为有效)更能激发学生潜能*提高实际操

作能力#可能对培养出真正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更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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