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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及护理教育水平的发展$近几年客观结构化考试

这一新型考试模式在我国的医学和护理教育界广泛开展起来#

相对于传统考试模式$它具有更加公平"公正"准确反映学生临

床综合能力的特点&

.

'

#在这一过程中$培训高质量的标准化患

者是实现其功能的重要环节&

,

'

#目前对标准化患者的培训质

量标准$国内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评价体系$国内相关研究者

多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自行设计评价问卷$尤其在护理教育

领域$使用的标准大多来源于医学领域$因此构建一个适合护

理专业的标准化患者评价指标体系$将会对客观结构化考试在

护理领域广泛开展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文献研究法
!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

普数据库$查阅与客观结构化考试和标准化患者相关的文献$

形成标准化患者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及相关背

景资料$形成第一轮专家函询指标的基础#

!$#

!

德尔菲法
!

通过与该领域相关专家进行广泛交流$并对

相关指标准进行多次修正$使专家逐步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确

立标准化患者质量评价指标系的各级指标及权重#

!$#$!

!

确定函询专家
!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专家入选条件!具

有客观结构化考试的相关经验$熟悉标准化患者招募"培训及

其应用$在医学领域统计源期刊发表过两篇及以上相关研究论

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愿意支持和配合本科研的人员作为专

家的入选标准#经本课题小组讨论和与相关专家联系后确定

,,

人为函询对象&

2

'

#

!$#$#

!

第一轮专家函询
!

请专家填写一般情况表$并对各指

标的重要程度(非常重要为
+

"重要为
7

"一般为
2

"不重要为
,

"

非常不重要为
.

)进行判断$根据专家意见修改相关指标$整理

分析结果确定第二轮函询问卷#

!$#$"

!

第二轮专家函询
!

再次发调查表$向专家反馈第一轮

调查结果$并继续请专家对新的指标提出修改意见$回收问卷

后继续修改$这样的方法反复进行$直至专家意见趋同一致时

终止函询#

!$"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W

L

NC)6)2$-

对数据进行录入$采用

@P@@.4$-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百分率表示$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权重计算法
!

专家对每个二级指标重要性进行评分$

采用优序图法计算一级指标的权重$采用百分权重法确定二"

三级指标的权重#某一"二级指标的权重
8

某一"二级指标的

得分值*该一级指标化下所有二级指标的总得分#同法算出三

级指标的权重系数#

!$"$#

!

界定值法
!

对于每条指标分别计算出指标重要性的分

数均值$指标满分率$变异系数#界值
8

均数
9

标准差$得分低

于界值则被删除#

#

!

结
!!

果

#$!

!

函询专家的一般资料
!

护理领域的专家比例为
54$24/

$

同时考虑到客观结构化考试在医学领域开展比较成熟$所以选

择了
2

名医学教育专家#硕士及以上为
+5$.1/

%发表相关论

文
,

!

2

篇的占
5.$5,/

(表
.

)#

表
.

!!

函询专家的一般资料

项目
第一轮

( /

第二轮

( /

专业领域 护理教育
., +7$++ ., +0$.7

临床护理
0 2.$5, 0 22$22

医学教育
2 .2$47 , 1$+,

年龄
2-

!

21

岁
.4 0,$02 .+ 0.$72

7-

!

71

岁
+ ,,$02 + ,2$5.

+-

岁以上
. 7$++ . 7$04

学历 本科
1 7-$1. 5 25$.-

硕士及以上
.2 +1$-1 .2 4.$1-

发表相关论文
,

!

2

篇
.5 5.$5, .0 5-$1+

2

篇以上
7 .5$.5 7 .1$-+

#$#

!

评价指标体系
!

经两轮函询后$根据函询结果确立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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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客观结构化考试中标准化患者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 标
2

项$二级指标
.,

项$三级指标
.5

项(表
,

)#

表
,

!!

客观结构化考试中标准化患者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模拟能力
-$4-

一般资料模拟
-$..

熟练复述病案一般资料
-$++

肢体动作"语言语调符合病案相关背景
-$7+

病史信息模拟
-$.+

熟练复述病史资料
-$+-

准确展示病案中患者的语言表情动作
-$+-

体征模拟
-$.+

熟练复述病案中患者的体征
-$2+

能够及时逼真地展示病案中患者的语言表情"躯体反应
-$4+

患者心理状态模拟
-$.,

能够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模拟患者的语言表情和情绪
-$+-

依据病案中患者的心理状态逼真模拟患者的行为
-$+-

回答问题原则
-$.2

回答问题内容忠于案例$不跑题
-$4-

不使用医学术语和诱导性的语言行为
-$7-

模拟一致性
-$.7

模拟稳定$能够对每一位学生提供一致的行为过程和病案情景
.$--

应变能力
-$.-

面对学生不同的提问方式和问题能够根据情况给予适当回答
.$--

模拟态度
-$.-

能够认真完成每一位学生的临床技能操作
.$--

评估能力
-$.4

评估态度
-$7-

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地对每一位学生评分
.$--

评估能力
-$4-

能够依据评分标准给学生进行评分$并指出评分依据
.$--

指导能力
-$,7

指导态度
-$7-

能够对学生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指导
.$--

指导能力
-$4-

能够与学生交流自己作为患者的真实感受$

-$4-

语言清晰$语速适中$表达内容准确
-$7-

"

!

讨
!!

论

"$!

!

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

德尔菲法是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的常用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它可以有效地收集

众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对研究问题的意见$分析相关专家的对某

个问题的判断和预测$突破数理分析的限制$达到集思广益$开

阔思路的效果&

7

'

#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是构建客观结构化考

试中适合护理专业的标准化患者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于这一

问题目前国内护理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大多只是借鉴医学

领域的相关指标$因此更需要集思广益$收集各领域专家的意

见深入分析和研究最终达成一致共识#在此情况下采用德尔

菲法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正$这是其他数理统计研究

方法无法替代的#

"$#

!

函询专家的可靠性
!

专家选择是否合适是德尔菲法成败

的关键环节#目前选择专家时常从专家的研究领域"职称"学

历"对研究问题上否有兴趣几个方面来考虑#我国在上世纪

1-

年代才开始引入客观结构化考试$其使用范围主要是在临

床医学毕业生技能考核中#近几年护理领域逐步认识到客观

结构化考试这一模式对提高护生沟通能力"应变能力"临床护

理技能操作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30

'

#因此本研究在专家

选择方面除了选择护理领域的专家$还选择了医学教育领域的

专家#同时选择时弱化职称这一条件$专家入选时主要看他在

这一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多少$因此可以看出本次入选专家

0,$02/

集中在
2-

!

21

岁$这部分专家大多具有有硕士及以上

学历$这部分人都经过系统的科研培训$科研功底扎实$治学态

度严谨$在标准化患者培训方面都是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经

验丰富$从而有利于保证收集到结果的可靠性#

"$"

!

指标的筛选和确定
!

经过第一轮专家函询$所有专家对

2

个一级指标都无异意$其中模拟患者能力的权重占到
4-/

$

说明模拟患者能力是标准化患者的核心能力$是标准化患者培

训质量高低的关键环节$标准化患者首先必须具备,患者-这一

角色$这也是其履行其他角色职能的基础#标准化患者作为评

估者$可以对学生在技能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自己的

切身感受$更客观地评价学生的临床操作能力%作为指导者$通

过操作后与学生交流$沟通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某些错误手法给

自身带来的不适$更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练习中不断提高$同

时也有利于学生人文关怀素质的培养#本研究中评估能力和

指导能力分别占比
.4/

$

,7/

#符合国内外研究者赋予标准

化患者所应具备的三大职能#

通过两轮专家函询$根据专家意见和界定值法对初始拟定

的指标进行删减"修正$形成
.,

项二级指标#其中模拟患者占

5

项$在这
5

项中病史信息模拟"体征模拟所占权重最大均为

.+/

$说明函询一致认为这两项能力是标准化患者演好患者角

色的关键%模拟一致性所占权重排名第二$说明高质量的标准

化患者应该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这也可以避免在评估过程中产

生差异性$对学生形成误导#这与陆清声等&

5

'和钟远&

1

'的研究

结果较相似#

评估能力和指导能力两个一级指标下均分为两二级条目#

分别从态度和能力两个方面评价$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标准化患

者的质量高低#这两个二级指标中指导能力的权重大于评估

能力$在函询过程中有
,-

位专家认为该指标非常重要$指导能

力是标准化患者能过自身在学生操作过程中的切身感受$指出

学生错误所在$促使学生临床综合素质提高的关键环节&

.-

'

#

同时作为一个评估者和指导者还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认真

7207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7+

卷第
22

期



负责的态度$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学生进行评价和指导$这也是

标准化患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之一&

..3.,

'

#

本研究构建的标准化患者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在客

观结构化考试的研究领域对标准化患者进行公平"公正"合理

的评价$从而在培训过程有据可依#同时也可以促进标准化患

者依据标准查找自身不足$促使他们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模

拟能力$提高客观结构化考试的可靠性$促进这一模式在护理

领域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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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媒体及网络信息技术快速普及$医院数字化"网

络化的进程$使得医学教育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课堂学

习模式(

;&>6J<&M)H&C;&)<*N*

R

$

O=O

)已经逐渐被淘汰$注重实

践技能训练日益成为教学的重点#医学影像科图像归档和传

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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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学影像信息化的标志之一$为医学影像学教学改革提供了

先进的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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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利用网上教学病例资源$改进教

学方法$采用以病例为基础(

>)H&3M)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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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

方法代替传统的以教师唱主角的,填鸭式-教学%使学生对知识

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好地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本院影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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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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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学影像学实验

室建立了供影像专业应用的网络电脑实验室$与医院
P#K@

系

统相连#教师可利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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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丰富实时临床病例$改进

教学方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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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运用到影像学教学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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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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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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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为本校临床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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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本科

学生$共
.75

人#依据学校教学安排$于校本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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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

式的学生作为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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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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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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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

学校另一教学医院教学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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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的学生作为对照组

(

(812

)$其中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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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三本
75

人#两组学生年龄分别为试

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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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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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试验前一学期医

学类相关考试$平均成绩分别为试验组(

05$55m.,$++

)分"对

照组(

01$.2m..$05

)分$两组学生的年龄及在校成绩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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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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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教研室任课老师组建教学病例库$目

前教学图像已达上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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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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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教研室自行研发影像教

学病例资源收集录入系统正式启动$医生或技师在各个工作站

可登录影像科网络进行实时操作$将符合教学要求的影像病例

录入系统中保存$内容包括患者的检查编号"临床体征"结构化

影像报告书"影像诊断"临床诊治结果"病理图片等相关内容$

按照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骨关节系

统等解剖系统分类收集$不断充实影像学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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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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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学生教学流程!每节实验课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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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近期医院住院病例且经临床或手术病理证实)相关临床病

史摘要$学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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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阅图像$调节对比度及窗宽"窗

位$测量相关数据(如病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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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并根据提示的典型

病例描述影像学表现$结合临床病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等

相关临床资料分析"总结$得出影像学诊断及进一步检查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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