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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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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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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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工作一年后参加国家临床

执业助理医生考试%考核通过后具有执业资格&医师资格考试

标志着医师资格的-准入.制度%其通过率将是检验和衡量各医

学院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

)

&这就决定了专科层次临床医

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必然是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为导向(

*

)

&因

此本校从
*0%*

年围绕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开始在临床医学专

业实施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通过对
*0%*

级临床医

学专业教改班与平行班模拟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成绩比较%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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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课程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优势%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级选择临床医学
1

班为研究组"

77

名#%

临床医学
%

班为对照组"

7*

名#&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各个

方面资料"高考成绩!性别!年龄!家庭环境#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0!01

#&

#!!

!

方法

#!!!#

!

课程体系
!

对照组实施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课程体

系*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教学计划为-本科压缩版.$研究组

实施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将传统的-公共课!基础

课!专业课.调整为-人文课程和器官系统课程.%结合国家执业

助理医师考试大纲%将传统的组织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病

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
%%

门课程整合为医学基础!临床基本技能!系统疾病学&系统疾

病学包含呼吸!消化!循环!内分泌!泌尿生殖!血液!神经!运动

系统疾病诊疗技术等
8

门课程&

#!!!!

!

教学方法
!

均以案例!临床问题导入作为切入点%采用

启发!设问!情景模拟!讨论等教学方法&

#!"

!

评价
!

两组均按照医师资格考试要求%分实践技能考试

和医学综合笔试两部分%在第三学年末进行统一命题考试&实

践技能考试采用
2

站测试%第
%

站"病史采集和病例分析#%笔

试$第
*

站"体格检查和基本技能#%操作考试$第
2

站"心肺听

诊!影像诊断!心电图诊断和医德医风#%多媒体考试$医学综合

笔试*主要考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个方面的知识%题型采

用
$

型和
Q

型题%共有
$%

!

$*

!

$2

!

$7

!

Q%1

种题型&考试要

求*实践技能考试学生必须在同一考试基地内单循环完成
2

个

考站的测试$医学综合笔试学生单人单座间隔分开%两名监考

老师&考试结束后按照试题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统一阅卷%成

绩按百分制考量&

#!A

!

统计学处理
!

对学生成绩核对无误后提取数据%采用

F

W

OLCHC2!0*

双人双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采用
V$V8!*

版

本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A=8

表示%采用独立样

本
4

检验%以
!

"

0!0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实践技能成绩比较
!

两组学生在第一站!第二站!第

三站的考试成绩%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1

#&见表
%

&

表
%

!

两组实践技能成绩比较"

A=8

'分#

组别
"

总成绩

"

%00

分#

第
%

站

"

2;

分#

第
*

站

"

70

分#

第
2

站

"

*2

分#

对照组
7*12!;;=%0!76*0!3%=3!2%*2!7;=1!60 6!36=7!%2

研究组
7731!16=%0!*7*1!30=1!70*;!1*=1!23%*!7;=2!71

4 7!30 2!7% *!86 *!6*

! 0!000% 0!00%% 0!0012 0!0078

表
*

!!

两组医学综合笔试成绩比较"

A=8

'分#

组别
"

综合成绩 基础医学"

*1

分# 临床医学"

;1

分#

对照组
7* ;0!77=%3!;3 %1!18=2!61 17!83=%7!*%

研究组
77 ;8!30=%*!%; %8!%;=2!;6 30!72=6!32

4 *!13 *!;3 *!%%

! 0!0%** 0!00;% 0!02;8

!!!

!

两组医学综合笔试成绩比较
!

两组学生在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的考试成绩%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0!01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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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系统课程是当前医学院校推进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

举措%对提高医学教育质量!培养优秀医学人才具有重要意

义(

2

)

&传统课程是以学科为中心%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课

程设置的实用性!针对性不强%临床综合能力训练较少%学生毕

业后所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与农村卫生岗位需求不相适

应的问题较为突出(

7

)

&而当前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

工作任务是-保基本!强基层.%-基层.是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

服务的主要方向&本校临床医学专业紧扣基层医师岗位工作

任务和助理执业医师考试大纲%整合医学基础课与临床专业

课%改革传统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模式%重构器官系统课程%旨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培养%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的高素质技能型医学人才&

从两组实践技能考试成绩比较结果看出*研究组学生较好

掌握了病史采集和病例分析!体格检查和基本技能操作!影像

诊断和心肺听诊等技能&传统课程体系%课程之间横向联系不

足%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临床分析能力(

1

)

&器官系统课程将各课

程的相关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课程之间的横向联系!人

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学生每学完一个系统的知识%便能够将

各系统的形态!功能和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另外%该课程的特

点可使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提高学生解决临床问题

的能力(

3

)

%建立良好的临床思维模式%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

)

&

哈尔滨医科大学报道%器官系统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传统教

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相比%动手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明显

增强(

8

)

&

从表
*

医学综合笔试成绩比较结果看出*研究组学生较好

掌握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传统课程在教学安排上%先

学习组织胚胎学!解剖学%间隔一定时间后学习生理学!生物化

学%然后%再学习病理学!药理学!内科学及外科学等知识&此

教学过程割裂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各课程之间的交叉点和

横向联系&学生学完前一课程的内容%再学下一课程的时候%

已经把前一课程的内容遗忘掉大部分%获取的知识也是零散

的%很难把所学的知识归纳到
%

个器官系统上来&器官系统课

程通过课程内容的整合和授课顺序的调整%而在教学安排上%

学生短时间内"一个学期#可掌握一个系统完整的基础医学及

临床医学知识%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对疾病的认识深刻%理解

透彻%记忆长久%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

6

)

&

例如在第
*

学期学生就可完整的掌握消化系统的解剖结构!生

理功能及其调节!病理解剖及病理生理改变!常见症状及体征!

常用的辅助检查!常用的药物及其作用%常见疾病的治疗与预

防%此教学过程有利于学生以器官系统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知

识框架(

%0

)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能够更牢固掌握课本

知识&这和之前研究的结果相同(

%%

)

&另外%器官系统课程内

容紧扣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体现了以学生为本位%从实际需要

出发%提供给学生以最优化的教学内容&

器官系统课程在我国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在改革过程中会

遇到以下问题*教材问题*教材的编写要打破学科界限%突出为

临床服务%内容少而精(

%*

)

%虽然国内许多医学院校都在开展器

官系统教学%但都没有成熟可借鉴的教材%均存在整合后教学

内容在衔接上不够完善(

%2

)

%可以通过集体备课%辅导答疑等方

法解决&师资问题*以前老师是从以学科为中"下转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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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护理质量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明显提高(

8

)

&比如%危

重患者护理质量和病区管理质量等有显著提高%而护理的有效

投诉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降低%同时患者的满意度也得到

明显的提高(

6

)

&

未执行/护士一日工作清单0前%部分护士长抓不住工作重

点%不明确工作流程%没有清晰的工作思路%导致实际工作与科

室重点管理工作脱节%效率效果低下&执行一日工作清单制度

后%护士长能准确自我定位%把握科室工作重点%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为护士长的每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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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思路提供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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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手段来实施教学活动%器官系统课程教改思路非常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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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跨专业!跨学科的课程组%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灵活的教

学方法&管理更加仔细!到位%及时协调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教研室的关系%每月召开学生座谈会%通过反馈意见及时商讨

教学内容的更改和创新方案等&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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