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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制度和医学卫生事业的不断进步%临床医学

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在不断细化和完善&根据/教育部!卫生

部关于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0"教高"

*0%*

#

;

号#%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共同组织实施临

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

)

&试点实施

方案指出%应明确落实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和具

体措施(

*

)

&重庆医科大学作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提出

了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双

轨合一.的制度创新%探索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行业资格

认证相衔接的新形式(

2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自
*0%*

年起实行-双轨合一.培养制度%为适应改革后的培养方案下的

临床专业硕士教育%本文进行了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的考核指标

体系研究%切实保障培养质量(

7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分为管理专家

组"专家组#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组"学生组#&专家组共
*;

名专

家积极参与了咨询%并填写了调查问卷&其中%院内专家
%0

人%来自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和研究生管理人员&院外专家共
%;

人%分别来自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山东省滨州医学院附属医

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扬州苏北人

民医院!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上海市长海医院等各个

与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管理与培养相关的专家人员&专家中

职称为正高的有
%6

人%副高
8

人$教授
%;

人%副教授
%0

人$担

任职务中%参与研究生管理工作专家
2

人且参加咨询的
*;

人

均为临床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工作年限在
%0

年以下
%

人%

%0

!

*0

年
;

人%

*0

年以上
%6

人&在本文中纳入了学生的

意见作为指标设定的依据%共
20

名在读的临床专业硕士研究

生参与了问卷调查即学生组&

#!!

!

方法
!

根据重庆医科大学/-双轨合一.临床专业硕士培

养方案0%新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通过前期大量的文献

调研和专家访谈%并结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现有的临

床专业硕士研究生考核项目与内容制订了
2

个一级指标%

%1

个二级指标及
72

个三级指标%形成了初步的临床专业硕士研

究生的考核指标体系(

1<3

)

&根据所形成的初步体系设计调查问

卷%并结合李克特"

.OUFJH

#五分度量表法在问卷中设置
%

!

1

的

重要性打分"越重要%分值越高#$设置熟悉程度
%

!

1

打分"越

熟悉%分值越高#$同时设有-是否纳入该体系.及-是否可实施.

等选项对指标进行评价与筛选&用德尔菲法及学生问卷调查

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及评价&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VV*%!0

统计学软件对得到的问卷

数据进行了分析&计量资料用
A=8

表示%比较采用
4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50!01

%以

!

"

0!0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问卷回收情况分析
!

本研究共发放学生问卷
20

份%专

家
20

份%学生问卷回收率为
%009

%专家问卷回收
*;

份%回收

率为
609

%每一项条目的回答率均为
%009

%问卷完成情况良

好&两组部分专家与学生对问卷中一些条目提出了自己的思

考%如学生问卷中提到了对于科研能力这一项指标的考虑%认

为科研能力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比较重要$专家问卷中也提到

了在二级指标中建议增加临床一线工作时间%认为目前临床医

学专业硕士有重科研%轻临床的现象&

!!!

!

学生意见与专家意见比较分析
!

本文采用德尔菲专家咨

询法%学生问卷调查法来征求研究生指导教师!研究生管理专

家和在读的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对于考评体系的意见&

!!!!#

!

通过
4

检验对专家组和学生组分别对指标体系的重要

性打分和熟悉程度作出分析%在一!二!三级指标中多数意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1

#&专家组对于指标重要性评价的

均数和熟悉程度评价均数普遍大于学生组数据的相应值&由

此可以看出%学生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处于被动%对关于切身利

益的考核评价过程了解程度较低&

!!!!!

!

问卷中针对每一个指标提出了-是否可实施.和-是否

纳入体系.两项问题%两组对象对于一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意

见一致性较高%在二级指标中%学生组与专家组针对轮转出勤!

业务学习能力!医德医风等几个指标-是否纳入体系.的意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1

#&专家对于以上几个指标纳入体

系均无异议%而有部分学生不建议将以上几个指标纳入考核指

标体系&

!!!!"

!

通过
V

W

FCJTCD

相关系数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专

家与学生对于考评体系的一!二级指标意见协调性较高%而三

级指标中存在较多
!

#

0!01

%

V

W

FCJTCD

相关系数
3

值较低%存

在两者意见不相关的情况&如在三级指标中%-是否按轮转顺

序进行.这一指标所得
350!***%1

%

!50!063;

%专家与学生

意见存在差异%专家对于这项指标的重要性评价远高于学生%

说明学生对于轮转的顺序没有足够重视&

!!"

!

指标体系权重结果分析
!

本文采用
V

W

FCJTCD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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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对学生与专家对于指标打分相关性的计算%用因子分析

法对指标权重计算&最终得到以下指标体系%并对各项指标赋

予了权重&出科考核!年度考核!结业考核为
2

个一级指标$

轮转出勤!临床实践等为
%1

个二级指标$是否按轮转顺序进

行!是否按规培内容轮转等为
72

个三级指标&各项指标权重

赋值见表
%

&

表
%

!!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出科考核
0!%%6*

轮转出勤
0!02*7

是否按轮转顺序进行
0!020;

是否按规培内容轮转
0!02;0

临床实践
0!0271

病历质量
0!02*8

诊断情况
0!0*2;

病史采集
0!02%6

体格检查
0!0*31

临床工作量与收治病种统计
0!02*0

出科考试
0!0222

出科考试笔试成绩
0!0*21

科室组织临床技能考试成绩
0!0%62

轮转读书报告%出科综述
0!0*72

参加业务学习能力
0!0228

案例学习
0!0*17

专业理论学习
0!0*33

现场学习
0!02%*

专家讲座学习
0!0207

医德医风
0!0*3*

尊重患者%保护患者隐私
0!0*13

服务对象评价
0!0*3;

规范服务行为
0!0*07

科室行风管理
0!0*3%

年度考核
0!%33*

技能操作考试
0!020* YV-[

考试成绩
0!0%61

专业理论知识
0!0*8*

年度出科笔试
0!0%16

临床综合能力
0!0*;3

临床思维能力
0!0%;3

病史采集与病例分析
0!0%8*

体格检查与基本操作
0!0%6*

辅助检查与结果判读
0!0%62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
0!0*06

无菌操作
0!0*01

完成规培内容的时间和数量
0!0%78

相关人文知识
0!026;

卫生法律法规知识运用能力
0!0%37

人际关系与沟通能力
0!0%33

科室团结协作能力
0!0%10

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0!0%;%

毕业考核
0!%376

规培结业考核
0!02;;

参加规培的同学由市卫计委组织统一考试
0!0*;;

思想品德素质考核
0!021%

答辩手册中思想品德素质评价指标
0!0*1%

毕业笔试考核
0!02*2

专业外语考试成绩
0!021%

专业理论课毕业考试成绩
0!0**7

毕业操作考试
0!0**8 YV-[

考试成绩
0!0*28

病历评估
0!0237

病历质量
0!0%81

诊断情况
0!0%;*

毕业论文答辩
0!078%

礼仪举止
0!0*%%

语言表达
0!0%3*

专业知识掌握能力
0!0**%

临床思维能力
0!0**3

实践应用
0!0*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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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A

!

指标体系的适用性与可靠性分析
!

研究表明专家版问卷

的克朗巴哈"

-+JMD#C&+

#

#系数为
0!6*

%学生版问卷的克朗巴

哈系数为
0!60

%专家组问卷与学生组问卷的信度均大于
0!6

%

具有较高的信度%结果表明本次研究所制订的考核指标体系适

用于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核评价&

"

!

讨
!!

论

本文研究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考核指标设定时参

考了大量相关文献(

;<%%

)

%同时也参考了重庆医科大学临床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指标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对专家意

见中指标重要性打分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了表
%

中的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中%年度考核所占权重最高%其次为毕业考核!出科考

核%专家对于年度考核的重视程度较高&二级指标中%毕业操

作考试!医德医风等指标权重较低&本研究中的专家遍及全国

多个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均为研究生导

师%对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经验丰富%对本研究的问题较为熟悉&

多位专家的参与也保证了本次研究的可靠性&

目前国内对于临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的

研究方法多采用
/FI

W

+O

专家法%本研究将临床专业学位在读

研究生的意见也纳入指标的设定当中%考虑到考核指标体系直

接作用对象的感受%更有利于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管理工作者

对于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工作的开展&在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

士培养改革至今%我国已有许多高校开展了针对其考核指标体

系的研究%大致分为%按考核内容划分(

%*

)

!按考核方式性质划

分!按考核阶段划分等(

%2

)

%本研究将考核体系按照考核阶段设

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年度考核作为阶段性考核的一部分%更有利

于评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每一年度的学习情况与工

作能力%为保障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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