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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医学生是指由中国政府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

卫生机构,定向招生&定点就业&订单培养-的临床医学专业"全

科医学方向#免费医学生"免学费&免住宿费&补助生活费#!

医学生临床基本技能培养在高等医学院校教育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定向医学生的未来工作岗位在乡镇卫生院$因

此不能依靠大型检查设备和医学专家的指导$自身需要扎实的

临床基本功!怎样为定向生提供更多的动手操作机会$突出

,多临床-的专业特点$激发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习积极性'如

何培养定向医学生采集病史&体格检查和临床基本操作技能等

基本的&初步的临床能力$增强其基层卫生工作的适应性及终

身学习能力$是当前我国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

围绕这一问题$重庆医科大学根据重庆市临床医学专业"五年

制#订单定向培养计划$针对定向医学生的特点$在原有
$6

学

时.检体诊断学/课程的基础上$新增
+,

学时,临床基本操作技

能-$整合新开设了.临床基本技能/课程(

)

)

$于
+,)*

%

+,)0

学

年第二学期首次在
+,))

级
+0!

名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定

向生中探索尝试$通过该课程的系列教学改革与实践$取得了

一定成效!

!

!

改革思路与方案设计

!!

.临床基本技能/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适应新的

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需要$借鉴美国现代医学教育和

课程改革的,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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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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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临床基

本技能/课程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在原.检体诊断学/课程的基

础上$与
)*

项临床操作技能整合$构建了,一中心&二平台&四

结合-的课程改革新体系$即该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课程内容

构建&教学方法应用$以及组织管理模式均以,促进学生掌握课

程教学大纲-为中心'搭建并使用了国家级临床技能实验教学

中心的医学模拟教学平台与学校的网络辅助教学两大平台'在

课程的教学与运行管理过程中$坚持,理论大课大班教学
<

示

教课小班教学
<)*

项临床操作技能小组实训三环节结合&课

内与课外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

合-的四结合改革原则$切实提高课程教学的有效性!

"

!

改革方案实施

"1!

!

教学平台与资源构建

"1!1!

!

优质教学平台建设与使用
!

随着医学模具仿真性的提

高&临床教学资源的短缺&医患矛盾的激化&医学人文关怀的提

倡$在患者身上,练习-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必须借

助现代模拟教学和网络辅助教学进行有效的补充!为适应定

向医学生临床技能教学改革的需要$一方面充分利用本校功能

齐全&资源丰富的国家级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场地
0,,,

余平方米$价值
),,,

余万元的教学设备设施#$以满足该课程

实践教学的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学校的网络辅助教学平

台$提供教学任务发布&教学课件下载&学生作业提交&师生沟

通&反馈教学效果等教学服务$以拓展学习资源和促进师生交

流互动!

"1!1"

!

精选教材与新编大纲
!

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

组织编写该课程新教学大纲指导教学$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和国

家执业医师考试的需要选配立体化教材!.临床基本技能/课程

包括,检体诊断学和操作技能-两部分$分别选用人民卫生出版

社第
>

版.诊断学/及
+,)*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临床技能模拟

训练与评估/教材!此外$在网络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技

能操作视频
+,

余个$要求学生下载并自学此类电子教材!

"1!1#

!

建设标准化患者队伍并用于教学
!

标准化患者"

75

#

比真实患者更具有可靠性&规范性&客观性$可多次重复使用等

突出特点$适用于临床教学和考试(

04!

)

!目前$学校招募并培训

在校医学生
75

志愿者$有
!,

余人可充当
75

用于技能训练!

在.临床基本技能/见习教学活动中$运用
),

名
75

训练学生问

诊与病史采集能力$强化培养学生人际沟通技能和正确处理医

患关系的能力!

"1"

!

教学内容优化与教学方法改革
!

教学内容上除传统的检

体诊断学理论大课和实践课"共
00

+

*!

学时#外$增加了
+,

学

时的
)*

项临床操作技能实训课'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多媒体

教学和医学模拟教学(

(

)

$还积极探索运用新教学方法"

L:K

#教

学&

75

示教&网络辅助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该课程教

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见表
)

!

!!

同时$为了增强.临床基本技能/课程教学效果$将课程学

习拓展延伸到课堂之外$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让学生接触

真实的临床环境$以弥补该课程学时少而内容多的不足!以本

校附属大学城医院作为开展定向生.临床基本技能/社会实践

活动的见习医院$

+0!

名定向医学生分成
))

个大组分批到医

院见习&观摩$每名学生必须参加不少于
(

学时的医院实践活

动$旨在巩固理论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培养人际交流沟通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

"1#

!

考试改革
!

.临床基本技能/属于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为

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的学习效果$该课程建立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

多元化评价机制"表
+

#!该评价机制对综合评价学生基本理

论知识掌握情况&基本技能操作能力和人文素质$起到良好的

督促和导向作用$改变了以往学生重理论&轻实践的习惯$促使

学生更加注重知识的获取与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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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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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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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基本技能*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课程结构 教学组织方式 授课内容 学时数 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大课

问诊&病历书写

呼吸系统常见症状及体征

体格检查

消化系统常见症状及体征

诊断疾病的步骤和临床思维方法

循环系统常见症状及体征

心电图

*

6

*

6

*

6

>

多媒体课件教学"

55%

#

检体诊断学部分 小班示教

问诊与病史采集

一般检查&头颈部&神经系统检查"正常体征#

呼吸系统检查"正常+异常体征#

腹部检查"正常+异常体征#

心血管检查"正常+异常体征#

心电图

心脏听诊与杂音

0

0

(

!

>

0

0

75

医学模拟人

角色扮演

L:K

教学

L:K

教学

录像教学

)*

项临床操作技能 小组实训

插胃管&三腔二囊管安置术&骨髓穿刺术

导尿术 动&静脉穿刺术

胸腔穿刺术&腰椎穿刺术

止血包扎&脊柱损伤患者的搬运&四肢骨折现场急救

外固定技术

腹腔穿刺术&心肺复苏

0

0

0

0

0

网络辅助教学

操作演示

医学模拟人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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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基本技能*课程多元化考试

考核方式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分值"分# 评价标准

形成性评价 网络辅助教学 网络作业
!

能否独立&按时&规范完成
*

次网络作业$取平均值

基本技能操作课 基本技能操作学习
!

课中随机抽查操作项目
*

次$取平均值

L:K

课堂讨论
!

是否主动讨论并回答问题$观点是否正确

操作考试"

/7LV

# 体格检查&基本技能操作&提问
*,

职业素质&操作能力和能否正确回答教师提问

课外见习 社会实践活动
!

根据.临床基本技能/社会实践活动手册的,实践时

间&实践内容和心得体会-等情况按优&良&中&合

格&不合格
!

档评分

终结性评价 闭卷考试
最佳选择题$标准配伍题$多项组

合题$多项选择题$病例分析题
!,

根据试题评分标准评定卷面考试成绩

!!

在技能操作考试中探索应用多站式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

/7LV

#

(

$46

)

$设置
),

个考站$配引导员
*

名$每个考站设置主

考老师
)

名$制定了各站的.考核评分标准和细则/$采取,一进

一出-考站&随机按序抽考的方式$将学生分为
+!

个小组$每组

),

人$每名考生从
),

个项目中抽考一项$要求在
),#HC

内完

成技能操作和考官的提问!此种方法考核内容更加全面&更加

贴近临床$更加注重临床思维能力和人文技能的考核$具有较

强的启发性和操作性(

),4))

)

!

"1$

!

课程组织管理与质量监控

"1$1!

!

课程组织管理
!

.临床基本技能/课程由第五临床学院

主管$指定专人负责本门课程的管理&实施及建设$与学校临床

技能中心的教学管理人员积极沟通$配合密切'新增的
)*

项技

能操作实训内容划分为五大模块$依据教师擅长的技能项目安

排相应的教学任务$每个模块固定实训教师并固定教学场地$

优化衔接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教学内容与时间顺序$使学生能够

,即学即练-$感受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体现教学的公平性和

专业化程度!

"1$1"

!

教学质量监控
!

为保证该课程教学质量$一方面学院

组织督导专家&教务科管理人员&教研室主任&秘书&辅导员&学

校临床技能中心相关负责人$以及
+,))

级定向医学生召开.临

床基本技能/课程教学联席会与教学研讨会$强化教师
4

学生
4

管理人员三方交流'另一方面开展,课程学习质量学生自评&学

生评价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评价理论课教师和实验课教师教学

质量-等评教评课活动$采取多种方式收集教学信息并及时反

馈整改意见和建议$促使教师提高责任心和教学能力$实现教

学质量的全程有效监控和多方监管!

#

!

课程改革成效与评价

#1!

!

问卷调查结果
!

课程结束后$学院向
+,))

级
+0!

名定向

医学生和
))

名任课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

客观&全面了解课程的改革成效!由专人负责问卷调查前宣讲

$00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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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基本技能*学生平时成绩

项目
网络辅助教学

考试"

),

分#

基本技能操作

考试"

),

分#

新教学法"

),

分# 操作考试"

(,

分#

课外见习

"

),

分#

总分"

),,

分#

最小值
, , *1(* *+ , !(

最大值
$ 61>, 61+! (, ), 60

平均值
( >1*! $1>> !,1,$ >1( >)

标准差
) ,166 ,10) !1+> )1,0 (

和问卷收回$有效收回率
),,;

!从调查结果看$针对学生自

我学习质量评价$

601!(;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态度,好-或

,较好-'

601$!;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方法,好-或,较好-'

>61>,;

的学生认为自己学习能力,好-或,较好-!针对课程教

学质量评价$

6*1>>;

的学生认为老师知识讲授情况,很好-或

,好-$

6+1+0;

的学生认可课程组老师采用的教学手段$

6!1(*;

的学生认为自己能理解老师所讲内容$学习有所收获!

从教师对教学质量评价的结果看$教师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总体

质量感到满意$但部分教师提出教学地点与临床工作地点相距

较远$增加了授课的时间成本且不利于与学生面对面沟通交

流!总之$.临床基本技能/课程教学改革得到了大部分学生和

教师的认可!

#1"

!

考试结果分析
!

.临床基本技能/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

期末笔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均为百分制$各占总成绩的
!,;

#$

从表
*

和图
)

可见学生的学习效果%成绩总体分布合理$学生

能够基本掌握教学大纲要求$对于病史采集&症状和体征&体格

检查&基本技能操作能较好地掌握!从老师的试卷分析评语看

有三方面不足%"

)

#对于部分疾病的发病机制$并发症&鉴别诊

断及辅助检查有待进一步掌握'"

+

#部分病例理论与实际的联

系有所欠缺'"

*

#临床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
)

!

)临床基本技能*学生期末笔试成绩分布图!百分制"

$

!

总结和探讨

$1!

!

特色与创新点
!

经过
)

年的实践和探索$.临床基本技

能/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研究认为.临床

基本技能/课程对定向医学生临床基本技能培养至关重要$该

课程对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提高临床操作技能水平&自学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医学人文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实现

基层,卓越-全科医生人才培养目标(

)+

)

!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具

有鲜明的特色和创新点%"

)

#临床技能模拟训练是医学教育发

展的必然$该课程强化运用国家级临床技能实验教学中心这一

,医学模拟教学-平台和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充分发挥优质教学

资源的使用效益!"

+

#优化构建课程内容新体系$强化定向医

学生临床基本技能,三基-训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促进医学生

多接触临床!"

*

#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分别运用
75

&

L:K

&教

学视频&角色扮演&网络辅助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

学生的专业思维和学习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

0

#探索构建

课程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全程性&多元化学业成

绩评估模型$强化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

)

!"

!

#

课内教学与课外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延展了教学

的时间和空间!

$1"

!

问题与建议
!

在.临床基本技能/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

中$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

)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和学习能力有待加强$要让学生充分了解该课程的重要

性$加强学习过程的考核与反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寻求高效

学习方法$提升学习能力!"

+

#任课教师同时承担医院繁重的

临床工作和该课程教学工作$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需找

到一个平衡点$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

#由学生扮演的
75

队

伍具有流动性大和数量少的特点$应向社会招募
75

$培养一批

稳定性强&数量充足的
75

队伍用于技能教学!"

0

#虽然采用

了多种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考核手段$但在课程的网络辅助教

学&形成性评价和临床基本技能的
/7LV

考试等方面$有待进

一步深化&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

)

) 张绍群$刘北忠$龚放$等
1

订单定向医学生开设.临床基

本技能/课程的思考(

O

)

1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0

$

)*

"

6

#%

>>64>6+1

(

+

) 蔡锋雷$吴秀珍$鲍臻$等
1

浅谈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及其特

点(

O

)

1

西北医学教育$

+,)+

$

+,

"

)

#%

!>4(,1

(

*

) 潘金云
1

国外医学院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对启示

(

O

)

1

高教研究$

+,)*

"

*

#%

!4(1

(

0

)

5@MBTPAVN1%AUHC

Q

PMAC3AB3H[@3

?

AMH@CM4ZAP@3@IA#HCA4

MHJCPMJMF@C@IMG@Y@G

(

O

)

1%@A"FG@ABC'@3

$

+,,0

$

)(

"

)

#%

6>4)),1

(

!

) 常娜$张捷$贺维亚
1

标准化病人在医学生模拟教学中

的应用(

O

)

1

西北医学教育$

+,)0

$

++

"

!

#%

),,*4),!1

(

(

) 吴凡$许杰洲$杨棉华
1

医学模拟教学在提高学生能力与

素质中的应用探讨(

O

)

1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

$

+0

"

+

#%

)$)4)$*1

(

$

) 梅林$王云贵$黄继东$等
1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的实践与

体会(

O

)

1

重庆医学$

+,)0

$

0+

"

0

#%

0$040$!1

(

>

) 张伟$王海平$袁佳英$等
1

我国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

/7LV

#的现况分析(

O

)

1

中外医学研究$

+,)*

$

))

"

),

#%

)0*4)001

(

6

) 向志钢$林丽$李继红
1

地方医学院校临床基本技能教学

改革实践(

O

)

1

中医药管理杂志$

+,))

$

)6

"

!

#%

0*(40*61

(

),

)徐家丽$陈晓辉$陈辉$等
1

我院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临床基本技能操作考核分析与思考(

O

)

1

中国高等医学教

育$

+,)+

"

6

#%

0*40!1

(

))

)唐志晗$文格波$文红艳$等
1

围绕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创

>00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新临床技能培养模式(

O

)

1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

#%

>46

$

+)1

(

)+

)钟丽凤$邓寿群
1

,卓越计划-背景下赣南地区订单定向免

费医学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O

)

1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学报$

+,)*

"

)

#%

+*4+01

(

)*

)俞方$夏强$罗建红$等
1

借鉴美国医学教育 培养卓越医

学人才(

O

)

1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

#%

*4$1

"收稿日期%

+,)!4,(4)>

!

修回日期%

+,)!4,$4++

#

#医学教育#

!!

3JH

%

),1*6(6

+

e

1HPPC1)($)4>*0>1+,)!1*)1,0(

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

吴
!

辉)

!

+

!李
!

强)

!

+

!张合喜+

!吴卫东)

!

+

"

)1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河南新乡
0!*,,*

#

+1

河南省全科医学教育研究中心!河南新乡
0!*,,*

$

!!

$中图分类号%

!

]000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4>*0>

"

+,)!

$

*)400064,*

!!

根据.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我国从
+,),

年起$开始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

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在教学过程

中$有教师反映农村订单向医学生"以下简称定向生#学风存在

问题$可能存在学习倦怠!有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作为调节

变量$对学习倦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

)

!本研究拟对定向生

的学习倦怠和时间管理倾向的现状及其关系进行分析$以帮助

其更好地管理时间$更有效地利用时间$缓解学习倦怠带来的

负面影响'同时也对学习倦怠的干预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新乡医学院每年招录定向生占河南省的

(,;

以上$本研究选择新乡医学院为研究单位$采用普查方式

获取资料$调查包括
+,),

%

+,)+

级$共发放问卷
>)>

份$经测

谎维度检验得到有效问卷
$*6

份$问卷有效率
6+1();

!其中

男生
*!6

人$女生
*>,

人!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分别有
)>+

人&

0+!

人和
)*+

人!长期家庭居住地为农村&乡镇&县城和县

级以上城市学生有
!$!

人&

!)

人&

>(

人和
+$

人!汉族&回族和

蒙古族学生有
$*)

人&

$

人和
)

人!独生子女
(>

人!除了年

龄$其他人口学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1"

!

方法
!

在
+,)*

年
0

%

!

月$采取集中施测方式进行现场

调查!

!1#

!

研究工具
!

"

)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由连榕等(

+

)编制$

该量表由
+,

道题组成$分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
*

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学习倦怠程度越严重'"

+

#青少年时间

管理倾向量表$由黄希庭等(

*

)编制!该量表共
00

题$由时间价

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
*

个维度组成!得分越高表示

时间管理效能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V

?

H3AMA*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7577)>1,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Hh$

表

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7

检验$多组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K7847

检验'两变量采用
5@BPJC

相关分析$学习倦怠影响因素

采用多因素
KJ

Q

HPMH"

回归分析!检验水平
)

D,1,!

$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定向生的学习倦怠和时间管理倾向得分情况
!

定向生学

习倦怠总分为"

!$1(+h61,)

#分$其中$情绪低落维度得分为

"

+)1$*h01>+

#分$行为不当维度得分为"

)>1($h*1>*

#分$成

就感低维度得分为"

)$1++h+1>$

#分!中等及以上学习倦怠的

比例是
0!1,(;

$中等及以上行为不当比例占
()1(!;

!与连

榕等(

0

)和徐萍等(

!

)的研究结果比较$除情绪低落外$其余各维

度得分均数均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定向生时间管理倾向总分为"

)0$1+$h)>1!(

#分$其中$时

间价值感维度得分为"

*(1(!h!10*

#分$时间监控观维度得分

为"

(6166h),1!>

#分$时间效能感维度得分为"

*01$0h

01$6

#分!

"1"

!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定向生学习倦怠与时间管理倾向得

分情况
!

不同性别学生在情绪低落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7D+1>06

$

!D,1,,!

#$男生的情绪低落程度高于女生'独生

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时间监控观维度和时间管理倾向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7D+1)!)

$

!D,1,*+

'

7D+1*)$

$

!D,1,+)

#!

不同年级学生在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和时间管理倾向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D*1!6$

$

!D,1,+>

'

4D*1))0

$

!D

,1,0!

#$见表
+

!

表
)

!!

定向生学习倦怠各维度得分平均值及学习倦怠程度!

"D$*6

"

维度
得分均

数"分#

连榕所测学生

得分均数"分#

徐萍所测学生

得分均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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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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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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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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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 中"

;

#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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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低落
+1$+ +1$0 +1$! )1,>* ,1+$6 )1!*0 ,1)+! (01+$ **1,0 )1>6

行为不当
*1)) +16( *1,) (10(6 ,1,,, 01*0* ,1,,, *$1*! !*1*) >1*0

成就感低
+1>$ +1$! +1>) (1$6) ,1,,, *1*>! ,1,,) !!1(+ 0+106 )1>6

学习倦怠总分
+1>> +1>, +1>0 01>>! ,1,,, +10$, ,1,)0 !0160 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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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

%定向生得分与连榕等所测学生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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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河南省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教高(

+,)*

)

)),0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4i&4)$6

#'河南省医学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

-OKb+,)0,*!

#!

!

作者简介%吴辉"

)6>+<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心理行为因素与健康$环境与妇幼保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