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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科研有助于提高医学生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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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

BEA>AB43>PA6IA6

@

&

.J

"也称评判性思维&

.J

立

足于理性反思某些问题及其相关证据得出判断&即为)决定相

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反思性的'合理的思维模式*&其包括澄

清意义'分析论据'评估证据'判断论证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等技

能$

!

%

+近年来&

.J

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都受到高度重视并成

为本科及更高层次教育质量的评定指标之一$

0

%

+目前各高校

都在本科教学中实施导师制科研指导学习&国外有研究表明科

研实践学习可以促进
.J

的提高$

,

%

&而国内尚少见报道+本文

旨在通过对广州医科大学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医学生

.J

现状&探讨参与科研实践与
.J

的关系&为提高医学生
.J

能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于
0"!'

年
#

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在本校抽取
,

个二级学院&在每个学院中的一'二'三'四'五年

级各随机抽取
!

"

0

个班级&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共发

放问卷
!"!0

份&剔除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获得有

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1SZ

+

!&"

!

方法
!

采用香港理工大学彭美慈教授修订的中文版
.J

能力测量!

.J:a%.e

"表&该量表采用李克特六分制法&内容由

$

个子量表组成&分别是寻找真理表'开放思想量表'分析能力

量表'系统化能力量表'

.J

自信心量表'求知欲量表和认知成

熟度量表+每个分量表由
!"

个条目组成&总量表分数为
$"

"

'0"

分&分数大于或等于
0S"

分表示偏正性
.J

&分数小于
0S"

分表示偏负性
.J

&每个子量表分数为
!"

"

H"

分&低于
'"

分表

示偏负性
.J

特质表现&分数大于或等于
'"

分表示偏正性
.J

特质表现+调查员由经过培训的医学生担任&以班级为单位&

讲解调查目的'意义及有关指导语&要求被调查对象独立完成&

时间
,"LA6

&并当场统一收回问卷+经逻辑检查问卷资料后&

剔除不合格问卷+本研究科研实践工作定义#主要指学生有目

的'有计划'系统性地探索医学现象某些规律的活动过程,主持

科研者主要指领导课题并承担科研项目的总负责人,参与科研

者主要指参与科研具体的调查'资料收集'分析及撰写的成员+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R*RR!$&"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统计推断采用方差分析'

+R:

检验

和
+=

@

AO>AB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1

+以
#

$

"&"1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回收的有效问卷中&大一学生
0,,

名

!

0'&H"Z

"&大二
!'H

名!

!1&'0Z

"&大三
0H,

名!

0$&$$Z

"&大

四
!!$

名 !

!0&,1Z

"&大 五
!SS

名 !

!#&S1Z

",男
',!

名

!

'1&1!Z

"&女
1!H

名 !

1'&'#Z

",年 龄
!$

"

01

岁&平 均

!

0"&$1[!&$#

"岁,参与科研实践的
'S$

名!

1!&',Z

"&没有参

与科 研 实 践 的
'H"

名 !

'S&1$Z

"&热 爱 本 专 业
$"H

名

!

$'&11Z

"&不热爱本专业的
0'!

名!

01&'1Z

"&了解
.J'11

名

!

'S&"1Z

"&不了解
.J'#0

名!

1!&#1Z

",临床医学专业
$1!

名

!

$#&,"Z

"&医学应用统计学专业
!!0

名!

!!&S,Z

"&医学信息

技术与管理专业
S'

名!

S&S$Z

"+

"&"

!

医学生
.J

得分情况
!

本次调查
.J

总量表的
.E=6F4BP̀

O

#

为
"&#!'

!在
"&#

以上"&可认为本量表内部一致性很好&具

有较高的信度$

'

%

+在本次调查中&医学生的
.J

得分为

!

0S'&''[,0&$'

"分&属于正性
.J

,开放思想'分析能力'求知

欲和认知成熟度得分均大于
'"

分&属于偏正性
.J

特质,而寻

找真理'系统化能力和
.J

自信心得分均低于
'"

分&属于偏负

性
.J

特质&见表
!

+

表
!

!!

.J:a%.e

量表信度及得分情况%

&\#'$

'

量表
题数

!

&

"

.E=6F4BP̀O

#

得分范围

!分"

平均得分

!

$[%

&分"

寻找真理
!" "&$S' !"

"

H" ,#&,H[$&'"

开放思想
!" "&H'# 0!

"

1S '0&""[H&0!

分析能力
!" "&HS# 0!

"

H" '!&H'[H&"'

系统化能力
!" "&HS" 0"

"

H" ,S&#![H&!0

.J

自信心
!" "&S0, !1

"

H" ,$&11[$&0'

求知欲
!" "&S!0 !$

"

H" '0&H#[$&'0

认知成熟度
!" "&S$0 !"

"

H" '0&0#[S&S!

总量表
$" "&#!' 0"0

"

'"H 0S'&''[,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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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科研情况与医学生
.J

能力关系
!

参与本次调查的

#'$

人中&有科研实践的学生
'S$

名!占
1!&',Z

"&其中有
1H

人!占
1&#!Z

"属于主持科研者&另外
',!

人!占
'1&1!Z

"属于

参与科研者+不同程度参与科研的医学生分析能力'系统化能

力'

.J

自信心'求知欲和
.J

总量表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1

"&经
+R:

检验两两比较发现#

.J

自信心得分主

持科研的医学生
%

参与科研的医学生
%

从未参与科研的医学

生&参加或主持科研的医学生的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J

总

量表得分均大于从未参与科研的医学生&主持科研的医学生求

知欲大于从未参与科研的医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

"&见表
0

+

表
0

!!

医学生
.J:a%.e

得分与参与科研的关系%

$[%

&

&\#'$

'

问卷构成 参与情况 人数!

&

" 平均得分
! #

寻找真理 无
'H" ,#&"$[$&"1 !&'!1 "&0',

参与
',! ,#&$S[$&''

主持
1H ,S&10[#&1

开放思想 无
'H" '!&$H[H&! "&H$" "&1!0

参与
',! '0&0,[H&!!

主持
1H '0&0[$&$1

分析能力 无
'H" '!&"$[H&!H '&H'$ "&"!"

参与
',! '0&"H[1&SH

4

主持
1H ',&"$[H&"$

4

系统化能力 无
'H" ,S&"![H&", !"&S"0

$

"&"!

参与
',! ,#&H,[1&#,

4

主持
1H '"&$$[$&0!

4

.J

自信心 无
'H" ,H&$$[$&!# !'&10S

$

"&"!

参与
',! ,$&$S[H&#

4

主持
1H '0&!'[S&''

4F

求知欲 无
'H" '0&,$[$&,H ,&"'S "&"'S

参与
',! '0&$'[$&1!

主持
1H ''&#1[H&#1

4

认知成熟度 无
'H" '0&,"[S&!S "&HH$ "&1!'

参与
',! '0&'1[#&!!

主持
1H '!&""[!!&,0

总量表 无
'H" 0S!&,1[,!&1# '&S,S "&""S

参与
',! 0SH&H$[,0&$$

4

主持
1H 0#0&H'[,#&"'

4

!!

4

#

#

$

"&"1

&与)无*比较,

F

#

#

$

"&"1

&与)参与*比较+

"&$

!

+=

@

AO>AB

回归分析
!

以
.J

总量表得分情况作为因变量

!

"\

负性
.J

&

!\

正性
.J

"&以常见
.J

影响因素年级!

"\

一

年级&

!\

二年级&

0\

三年级&

,\

四年级&

'\

五年级"&性别

!

"\

男&

!\

女"&是否热爱本专业!否
\"

&是
\!

"&是否了解
.J

!否
\"

&是
\!

"作为控制混杂的因素&探索参加科研!无
\"

,参

与科研
\!

&主持科研
\0

"对
.J

的影响&进行
+=

@

AO>AB

回归分

析&采用逐步向后法进行模型拟合&进入模型的标准为
"&"1

&

退出模型的标准为
"&!"

+结果显示&常见影响
.J

的因素在本

次调查中仍然显示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女性'热爱本专业'了解

.J

为正性
.J

的促进因素&年级为正性
.J

的阻碍因素&而排

除这些常见影响因素后&医学生参与科研的情况差异仍有统计

学意义!

#

$

"&"!

"&成为了正性
.J

的另一个促进因素&见

表
,

+

表
,

!!

医学生
.J

能力多因素
+=

@

AO>AB

回归分析

项目
"

,- ./01

!

0

# 2"

!

#1Z34

"

参加科研
"&,S0 "&!0! !"&"'! "&""0 !&'H1

!

!&!1$

"

!&S11

"

了解
.J "&H'# "&!'0 0"&S"!

$

"&"! !&#!'

!

!&''S

"

0&1,

"

热爱本专业
"&$,! "&!H0 0"&''1

$

"&"! 0&"$H

!

!&1!,

"

0&S1

"

女性
"&,11 "&!' H&'', "&"!! !&'0H

!

!&"S'

"

!&S$H

"

年级
]"&,01 "&"1! '"&HS1

$

"&"! "&$0,

!

"&H1'

"

"&$#S

"

#

!

讨
!!

论

#&!

!

医学本科生
.J

能力的现状
!

本研究调查显示广州市本

校医学生
.J

平均得分为!

0S'&''[,0&$'

"分&为正性
.J

倾

向&与谢志芳等$

1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
.J

各特征项里&大学

生的开放思想'分析能力'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得分均大于
'"

分&均为偏正性
.J

特质&与陈怀东等$

H

%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寻

找真相'系统化能力'

.J

自信心的得分均低于
'"

分&均为偏负

性
.J

特质&与庞雅琴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以上调查结果提

示高等医学院校应注重加强医学生在寻找真相'系统化能力'

.J

自信心等特质的培养+目前&有研究发现启发式的教学和

自由开放的学习环境对医学生
.J

能力的培养起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S

%

&在教学中&医学教育者应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

为导向&引导医学生打破思维定式&敢于质疑和创新而不迷信

权威&学会终身学习而非被动记忆接受知识&培养出更符合和

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本研究还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

.J

能力有下降趋势&年

级越高&越偏负性
.J

&此结果与樊建玲等$

#

%相一致&但与鞠永

熙等$

!"

%研究不一致&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教学理念造成

的+这提示高等医学教育在培养医学生的
.J

能力方面可能

存在某些不足&应该引起医学教育者们的重视+有研究表明教

学理念'教学氛围'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均能影响学生
.J

$

!!

%

+

医学院校一直以考试为导向的传统教学模式&医学生长期接受

应试教育&习惯了一味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长此以往将束缚学

生整体'系统'独立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及反思'质疑和批判决

策能力$

!0

%

+目前有研究表明&基于问题的学习!

D

E=F37L%F4O75

374E6A6

@

&

*;+

"&这种)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导向*的教学法

在提高
.J

能力方面优于传统教学方法$

!,%!'

%

+因此&高等医学

院校和医学教育者们应结合本土情况考虑转变教学模式&注重

医学生
.J

能力的培养&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

!

积极参加科研有助于医学生
.J

能力的提高
!

本次调查

研究发现&参与科研的医学生求知欲'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J

的自信心和
.J

总得分均比未参与的医学生高&并在多因

素
+=

@

AO>AB

逐步回归模型中仍然被引进方程&成为一个独立的

促成因素&表明了参与科研可以提高
.J

能力+

医学生参加科研学习都需要经历如何选择研究课题'怎么

设计研究方案'搜集整理调查资料'批判性推理分析和最终得

出结论等阶段+在此过程中需要医学生长期检索阅读高质量

的科研文献&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动态&满足医学生对知识的

好奇和渴求&所以&参加科研学习提高了医学生的求知欲+在

科研推理分析的过程中&医学生对潜在问题的敏感度及运用论

S0'!

重庆医学
0"!H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据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得到培养&明白了剖析事实'提前

防范和寻求论据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参加科研可

以充分锻炼和提高医学生的分析能力+科研学习是一个有目

标'有组织'有条理'专注和勤奋探索未知世界和复杂问题的过

程&医学生参与其中&将学会如何集中精力对已有的事实和论

据进行归纳'整理'加工&以便更好地解决所有疑难问题+因

此&参加科研可以增强医学生的系统化能力+医学生们通过体

验真实的科研调查学习过程&将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科研设

想都具体应用于实践&通过不断批判性分析'推理'讨论'从而

得到客观事实或最佳答案&这一过程使医学生的个人价值得到

充分体现&

.J

的自信心也不断地增强+

.J

是科学研究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参与科研学习可以提

高医学生
.J

能力&

.J

能力的提高也能推动科研的每一步发

展$

,

%

+培养医学本科生科研能力是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必

然趋势$

!1

%

+在信息时代&衡量人才的标准在于是否具备获取'

筛选'批判性分析'归纳和整理加工信息的能力&是否具备自主

创新能力&是否具备迅速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和独立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等+为此&通过对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训练

他们在未知领域的探索求知精神和对已知领域的批判质疑态

度&学会独立思考&善于辨别真伪&能够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剖

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适应急剧变革的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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