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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医学教育最高层次的教育%其培养质

量%是高水平医学院校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医学院校的生存

和发展的生命线)

4

*

&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医学研究生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培养具有良好的科研知识'严谨的

科研精神和先进的科研思路的基础医学研究生是当前高等医

学教育的一大主题)

&

*

&作者通过对
6

所医学院校的基础医学

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基础医学研究生的培养现状并

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A

!

资料与方法

A2A

!

调查对象
!

本研究采用了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了重庆

医科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西南医科大学

!原泸州医学院#'川北医学院
6

所西南地区医学院校的基础医

学硕士研究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均为
&146

年
7

月以前

在校的研究生%共计
&61

人&

A2!

!

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进行

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研究生的基本情况'课程学习现状'导师

指导现状'素质培养'对助教制度的认知&调查方法是由各被

调查高校的调查员发放并回收问卷&

A2$

!

质量控制
!

调查前查阅相关文献%针对问卷内容进行论

证修改%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遴选%将内容缺失大于
&1+

的问卷

作为无效问卷处理%并对问卷进行逻辑纠错&

A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C)A)!24

录入数据建立数据库%采

用
O,OO4721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调查结果采用描述性分

析&

!

!

结
!!

果

!2A

!

一般情况
!

共计发放问卷
&61

份%有效回收问卷
&&4

份%

有效回收率为
5520+

&问卷筛选时以内容缺失大于
&1+

作为

标准%因而有效问卷中包括了内容缺失少于
&1+

问卷&不同

问卷的缺失情况不同%因而同一问题的数据总和%不一定等于

有效问卷数&调查对象中男生
3:

人!

!020+

#%女生
40&

人

!

:02!+

#(一年级
63

人!

&625+

#%二年级
413

人!

0520+

#%三

年级
03

人!

&42!+

#(本科毕业到硕士考取时间$应届生!本科

毕业直接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

4:!

人!

3!25+

#%间隔
4

"

&

年

0:

人!

&125+

#%间隔
!

"

0

年
0

人!

425+

#%间隔
6

年及以上
&

人!

127+

#&川北医学院
&5

人!

4&23+

#%昆明医科大学
01

人

!

4524+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
00

人!

4727+

#%西南医科大学

!原 泸 州 医 学 院#

03

人 !

&42!+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

人

!

&524+

#&

!2!

!

课程学习
!

有
!&2:+

的研究生认为公共基础课程的课

时安排较多%

642:+

的研究生认为其开设情况一般或者较差&

对于专业课程的设置%有
&32:+

的研究生认为专业基础课程

开设门类较好%且
6327+

的研究生认为教师在专业基础课程

中讲授的前沿性知识所占比例较少&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对

课程设置和教学考核方式的评价见表
4

'

&

&

表
4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的评价!

+

"

课程的设置情况评价
# H $ C ]

认为公共基础课程的总课时
&23 &727 :424 620 127

对公共基础课开设情况的评价是
!2: 0025 0520 425 420

对研究生课!专业基础课#开设门数的看法
!2: &021 6:2: 4026 420

覆盖本专业必须知识的程度
026 0:2& !62! 4&2& 425

形成坚实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程度
026 0025 0!27 :2! 126

专业外语在您所在专业开设情况
627 !:23 0326 726 126

培养研究兴趣的程度
026 !32: 062& 4425 127

培养实践能力的程度
52: !32: !526 4!24 &2!

培养养创新能力的程度
024 !&24 0326 4021 &2!

您认为在研究生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中教师

讲授的前沿性知识所占的比重
024 !521 002! 4127 &23

!!

关于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评价%每道题分别设置
6

个选项%从
#

"

]

代表所对应程度的递减&

4

'

!

'

41

题中
#

"

]

分别代表多'较多'一般'

较少'少(第
&

题及
0

"

7

题中%

#

"

]

分别代表很好'较好'一般'较

差'差&

表
&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对教学考核的评价

考核方式评价
#

!

+

#

研究生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教师最常采用的教学方式

!

讲授
&3

!

4&2&

#

!

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4!3

!

:&21

#

!

讨论为主%讲授为辅
64

!

&!24

#

!

讨论
&

!

127

#

!

说不清
0

!

425

#

研究生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采用的考核方式

!

综述
05

!

&423

#

!

课题
&:

!

4425

#

!

报告
!!

!

4027

#

:35!

重庆医学
&14:

年
7

月第
06

卷第
&3

期

%

基金项目$

&14!

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W_?

4!!100

#&

!

作者简介$高琴!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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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对教学考核的评价

考核方式评价
#

!

+

#

!

论文
03

!

&42!

#

!

笔试
:3

!

!12!

#

!

其他
1

对以上考核方式是否满意

!

满意
&1

!

721

#

!

比较满意
77

!

0025

#

!

一般
57

!

012!

#

!

不太满意
44

!

621

#

!

非常不满意
&

!

127

#

!2$

!

导师指导情况
!

调查结果显示%导师对研究生的实际指

导频率集中为半月一次或每月一次%分别为
!125+

和
4524+

%

而指导的方式主要是研究生一起与导师见面%占比
:&23+

%具

体指导方式主要是提出问题%组织学术讨论%为
6325+

%且侧

重于论文写作及科研项目的指导%见表
!

&

表
!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对导师指导情况的评价

项目
#

!

+

#

导师对您学习的实际指导的频率

!

每周一次
0&

!

4721

#

!

半月一次
:5

!

!125

#

!

每月一次
01

!

4524

#

!

每学期一次
!

!

420

#

!

很多%不定期
04

!

452:

#

!

很少%不定期
&3

!

4&2&

#

导师对您的学习指导多是

!

单独见面
64

!

&!24

#

!

同其他同学一起与导师见面
4!5

!

:&20

#

!

电话
46

!

:25

#

!

书信
!

!

420

#

!

电子邮件
4!

!

627

#

导师对您的指导方式

!

仅仅列出一大堆书%开出几门课
46

!

:25

#

!

照顾学生差异%做到因材施教
57

!

012&

#

!

提出问题%组织学术讨论
4&:

!

6321

#

!

完全让学生自学
!:

!

4:2!

#

!

参加导师研究课题
76

!

0!21

#

您认为导师对您的指导包括

!

课程学习
415

!

0527

#

!

论文写作
45!

!

5&25

#

!

科研项目
457

!

5626

#

!

社会实践
:1

!

&324

#

!

毕业实习
:5

!

!125

#

!

日常生活
:5

!

!125

#

!

思想政治教育
61

!

&&2:

#

续表
!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对导师指导情况的评价

项目
#

!

+

#

!

其他
44

!

621

#

导师组织研究生进行文献学习的频率

!

每周一次
!5

!

432&

#

!

半月一次
63

!

&625

#

!

每月一次
61

!

&&2:

#

!

每学期一次
&

!

127

#

!

很多%不定期
!:

!

4:2!

#

!

很少%不定期
!3

!

4:23

#

!2"

!

学校对导师的监督情况
!

在所调查的样本人群中%

:02!+

的研究生不清楚本校是否对导师进行了定期的督导考

核%

5!2:+

的研究生表示对导师指导的状况基本满意%见表
0

&

表
0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了解学校对

!!!

导师进行监督的情况

项目
#

!

+

#

所在的学校是否对导师进行定期督导

!

是
6:

!

&62!

#

!

不是
&!

!

4120

#

!

不清楚
40&

!

:02!

#

所在的学校是通过何种方式对导师进行定期督导

!

督导组考核
!1

!

6!2:

#

!

导师互评
&1

!

!623

#

!

导师自评
41

!

4327

#

!

学生考核
&!

!

0424

#

!

其他
!

!

620

#

对导师指导的状况是否满意

!

非常满意
&7

!

4!2&

#

!

满意
75

!

0026

#

!

基本满意
5:

!

!724

#

!

不太满意
6

!

&2!

#

!

非常不满意
&

!

127

#

!2#

!

个人素质培养
!

对于个人素质的培养中%调查结果显示

612&+

的研究生认为自己目前最为欠缺的知识为专业前沿知

识%

0:2&+

认为最为欠缺交叉学科知识%

002!+

的研究生认为

是研究方法论知识&目前急需提高的能力%有
3624+

认为是

创新能力%

!526+

和
!&2:+

认为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62&+

的研究生表示对助教'助研制度有一定了解%

:12&+

认

为参加助教'助研对个人的科研及学习有一定作用%

362:+

的

研究生表示愿意担任助教'助研%见表
6

&

表
6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个人素质培养的情况

项目
#

!

+

#

认为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最大的是

!

科研'社会实践
4!5

!

:&20

#

335!

重庆医学
&14:

年
7

月第
06

卷第
&3

期



续表
6

!!

&&4

名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个人素质培养的情况

项目
#

!

+

#

!

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
4!1

!

6525

#

!

环境与氛围
7!

!

0&24

#

!

前言及交叉科学知识
4&&

!

662&

#

!

其他
3

!

!2&

#

认为自己哪类知识目前最为欠缺

!

基础理论与主要知识
:6

!

&720

#

!

专业前言知识
444

!

612&

#

!

跨学科知识
41&

!

0:2&

#

!

研究方法知识
75

!

002!

#

!

创造学知识
41&

!

0:2&

#

!

其他
3

!

!2&

#

认为自己哪类能力目前急需提高

!

发现问题能力
56

!

!526

#

!

创新能力
4::

!

3624

#

!

解决问题能力
3&

!

!&2:

#

!

实践能力
65

!

&:2&

#

!

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35

!

!62!

#

!

其他
7

!

024

#

是否了解助教"助研制度

!

非常了解
46

!

:25

#

!

比较了解
6:

!

&62!

#

!

了解一点
441

!

0725

#

!

完全不了解
!:

!

4:2!

#

!

没听说过
0

!

425

#

觉得参加助教"助研对您的科研及学习是否有用

!

非常有用
&3

!

4&2&

#

!

比较有用
4!!

!

:12&

#

!

作用不大
!:

!

4:2!

#

!

没用
!

!

420

#

!

不清楚
&&

!

4121

#

是否愿意担任助教"助研

!

愿意
4:3

!

362:

#

!

不愿意
60

!

&020

#

$

!

现状及分析

$2A

!

课程学习
!

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是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环

节%对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从调查的

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基础医学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基础课程

的设置门类较多%课时安排较长&专业课程的设置对于本专业

必须知识的覆盖程度一般%不能很好地培养研究生的研究兴

趣'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课程设置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瞻

性和个体性&目前的基础医学研究生教学中%教师最常采用的

教学方式为讲授%研究生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

地位&教学考核仍以传统的考核方式笔试和文献综述为主%传

统的考核方式不利于考察基础医学研究生对本专业必须知识

的掌握程度%仅靠死记硬背以及文献查阅不能提高其科研水

平)

0

*

&

$2!

!

导师指导
!

导师的指导对于研究生科学研究及学位论文

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

*

&目前%基础医学研究生导师对

于研究生的指导多为半月
4

次或每月
4

次%能及时了解研究生

的科研状况%但多人一起与导师见面的方式则不利于导师根据

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导师指导的方式

以提出问题组织学术讨论为主%研究生在讨论之前需要大量查

阅文献%增加对问题的了解&仍存在部分导师没有对研究生进

行指导%完全由学生自学&

$2$

!

学校对导师的监督
!

学校对于导师的考核主要采用督导

组考核的方式进行%但缺乏导师之间的互相评价%以及被指导

对象的评价%并不能完全体现导师在基础医学研究生培养中发

挥的作用&导师是决定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

因素%要提高基础医学研究生的全面素质'培养质量%必须加强

对导师的督促和指导%促进导师队伍的自身建设)

:

*

&

$2"

!

素质培养
!

个人素质是研究生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部

分%调查中基础医学研究生对于个人素质培养的期望%也反映

了研究生培养中的不足&基础医学研究生个人素质的期望主

要集中在对专业前沿知识的了解'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以及提

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146

年
4

月教

育部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

的意见中要求要进一步做好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工

作&目前基础医学研究生对于这一制度了解程度不够%但都愿

意参与其中&助教'助研制度作为提升基础医学研究生科研学

习能力的一种方式%应多增加机会%让更多的研究生参与助教'

助研%在此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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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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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2A

!

针对基础医学研究生设置符合其培养目标的基础课程
!

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宽广知识的掌握和科研实践

能力的培养%在其基础课程的设置中对于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

础课的设置应紧密围绕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能力培养进行%重

视跨学科课程的设置%提高研究生的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

5

*

&增加实验操作'研究方法等知识的讲解%提高其科研实

践的能力&定期针对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召开讲座%引领研究

生把握前沿热点知识%引导研究生创新思维的发展)

7

*

&

"2!

!

建立健全的教育监督保障体系
!

由于基础医学的知识体

系比临床医学的知识体系实践评估的机会少%所以单纯采用以

往-结果式.的督导体系不能全面保障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教

学质量&导师是决定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

素%要提高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全面素质%提高培养质量%必

须重点加强对导师的督促和指导%促进导师队伍的自身建设&

要真正体现基础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督导在保障基

础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中的作用%除了监督检

查%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指导)

41

*

&因此%必须针对基础医学学术

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关键环节%建立一套符合基础医

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律'独立完善'客观并具有较强

操作性的监督保障体系%对基础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

全过程进行监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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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助教'助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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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硕

士研究生参加助教助研工作%能够在此过程中了解学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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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
$GG9

感染的危险因素%可以为制订针对性护理

管理对策提供参考&应加强医护工作者的医院感染管理知识%

严格要求侵袭性操作要做到无菌%明确抗菌药物使用的时机和

用法用量%避免
$GG9

对抗生素的滤除%降低抗生素的抗菌效

力&给予患者足够的营养支持%应胃肠外营养和饮食相结合%

促进患者抵抗力的恢复&加强医护工作者的操作技能%股静脉

穿刺应一次成功%对穿刺部位进行必要的消毒处理%选择正确

的冲管方法%合理使用肝素抗凝&有条件应做到住单人间%患

者处于相对独立的空间进行
$GG9

%可预防交叉感染的发生%

病房要多通风%定期进行消毒%提醒患者注意个人卫生%以免感

染的发生&尽量减少侵袭性检查%降低致病菌感染的概率)

4&

*

&

综上所述%随着
$GG9

技术的广泛应用%

$GG9

感染越来

越引起医护人员的关注%年龄'

P\

含量'

H8*

'住院天数'侵入

性操作次数'静脉置管时间是
$GG9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医

护人员应做到提高操作技能'无菌操作'减少患者创伤性暴露'

增加营养'定期消毒等措施避免
$GG9

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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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实践能力%符合其培养规律和全面能力培养的要求&建立

健全的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助教'助研制度%应大力宣传助教

助研制度%加大研究生对该制度的了解%积极参与到助教助研

中去%加大对研究生教学能力的培养力度%加深研究生对知识

的系统掌握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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