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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基层医疗卫生领域的系列政策强调+关口前移,+重心

下沉,

'

!&9

(

#而守卫+关口,的全科医生#是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亟需的人才'

.

(

$有研究表明#我国全科医生团队数量和

质量水平有限'

8&:

(

#目前各地开展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以下

简称规培"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全科医生的质量#对全科医生的

队伍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培养数量而言#云南省的常住人

口截至
94!:

年底为
878!0#

万人'

/

(

#截至
94!:

年
9

月#云南省

全科医生规培结业仅有
88

名$距离+到
9494

年#城乡每万名

居民有
9

#

.

名全科医生,

'

7

(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就培养质

量而言#学员的学习状态各有不同#有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取知

识的主动性#从而对最终的规培结果产生影响$本研究旨在对

参加云南省全科医生规培学员的学习状态和知识水平进行调

查#并探讨学习状态是否会影响知识水平#为今后深化全科医

生规培工作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择云南省内
94!8$94!:

年参与全科医生

规培的全体学员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和访谈$采用整群抽

样对云南省内
9

个专门开展全科医生规培的基地!以下简称全

培基地"和
8

个将全科医生规培作为住院医师规培其中一个专

业的基地!以下简称住培基地"作为调查点$其中
9

个全培基

地分别为
M

*

D

院#

8

个住培基地分别为
?

*

a

*

%

*

b

院$对学员

共发放问卷
99:

份#回收有效问卷
9!"

份#有效回收率为

"70..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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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0?0>

!

资料收集
!

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基本情况*学习状态*知识水平$

>0?0?

!

研究工具
!

!

!

"应用已成熟的学习状态国际量表评价

学员学习状态$学习状态量表由
A(6*(1P

提出#作为测验问卷

!

ADB

"由三因子职业倦怠模型发展而来#包括情绪耗竭!

='2&

<)2,(*=ZP(S6<)2,

"*去个性化!

3=

@

=R62,(*)O(<)2,

"和低成就感

!

R=3S1=3

@

=R62,(*(112'

@

*)6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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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

#

(

$我国学者曾

应用学习状态量表用于评价大学生学习倦怠和
B?[

护士学习

状态'

"&!4

(

$结合云南省学员培训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学者的

学习状态量表'

"

(共
94

道测验题#总分
94

#

!44

分#其中包括情

绪低落
#

#

84

分*行为不当
/

#

.4

分和成就感低
/

#

.4

分#从

这
.

个维度对
/

个基地学员进行问卷调查$量表得分越高#学

习倦怠程度越严重$该量表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

:

个等级记分#分别记
!

#

:

分$!

9

"自制调查条目%包括调

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知识测评表$知识测评表包含
!4

个测试

条目#条目根据-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细则.中对培训的内容要

求筛选而来$选择测试条目对应的正确选项计
!

分#满分
.:

分#包括对全科相关政策的知晓情况!满分
#

分"*对全科相关

理论知识知晓情况!满分
/

分"*对全科相关技能操作知识的知

晓情况!满分
9!

分"

.

个方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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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FXFF!"04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多重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学员学习状态是否影响知识水平$以

<

%

40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学员人数构成中全培基地共有
!..

名!

/407.L

"#其 中
M

院
:/

名 !

9:0:7L

"#

D

院
77

名

!

.:0!/L

")住培基地共有
#/

名!

."097L

"#其中
?

院
!.

名

!

:0"8L

"#

a

院
.!

名!

!80!/L

"#

%

院
!"

名!

#0/#L

"#

b

院
9.

名!

!40:4L

"$

/

家基地参加全科规培的学员学历多为本科#

学员本科期间所学专业多为临床医学!全科方向"$不同类别

的培训基地在性别*学历*专业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04:

"$

?0?

!

学员的学习状态
!

学员学习状态的总分为
.4

#

"4

分#平

均为!

:#0!/c"0:9

"分$全培基地学员的学习状态总分高于住

培基地学员!

<

%

404:

"#其中情绪维度和行为维度的得分#全

培基地高于住培基地!

<

%

404:

")成就感维度得分#两基地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04:

"#见表
!

$

表
!

!!

两基地学员学习状态得分比较%

Fc&

'分&

项目 全培基地 住培基地
. <

总分
/40!9c"04. :/0!.c"074 90"7 4044

情绪低落
9.048c:0!7 940"7c:04: 90"9 4044

行为不当
!"0!8c.047 !#049c.0.. 90:. 404!

成就感低
!#0."c907# !70/8c.04. !0#4 4047

?0@

!

全培和住培基地学员的知识水平比较
!

全培和住培基地

学员知识测评总分分别为!

940!8c/0.:

"*!

94077c:04#

"分#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04:

"$全培和住培基地学

员在政策知晓*理论知识及技能知识的掌握情况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404:

"#见表
9

$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相对另

外两条目得分较低#

/

家基地的正确率均不足
/4L

$各基地学

员各测评条目得分#见表
.

$

表
9

!!

两基地学员知识水平各条目比较%

Fc&

'分&

项目 全培基地 住培基地
. <

政策知晓
80"9c!0:# 8077c!087 4074 408#

理论知识
90:!c!07" 90#7c!077 !08/ 40!:

技能知识
!907!c80/# !.0!.c.079 407. 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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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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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学员各测评条目得分比较%

Fc&

'分&

基地 政策知晓 理论知识 技能知识

M

院
:0.8c!0.: 90/!c!0#" !90/#c.0#8

D

院
80/!c!0/7 9088c!07. !9078c80:"

?

院
8077c!0!7 .0/9c!0#4 !.0.!c.0..

a

院
809"c!0/# 90!"c!0:/ !90"4c.0::

%

院
:04:c!087 .0.9c904/ !8087c80!"

b

院
:0!7c!0!" .044c!0:7 !9099c.0//

合计
80#/c!0:8 90/:c!07" !90##c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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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状态对知识水平影响的多重逐步回归分析
!

以知识

水平得分为因变量#将性别!

!\

男#

9\

女"*年龄*学历!本科
\

!

#硕士及以上
\9

"*学习状态总分纳入线性回归方程#采用逐

步回归方法#结果显示#所得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09:!

#

<

%

404!

"#且知识水平得分与学习状态有关联#表现

为学习状态得分每增加
!

分#知识水平得分将减少
40!.7

倍$

以知识水平得分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学历*情绪低落*行为

不当*成就感低得分纳入线性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结

果显示#所得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0.!:

#

<

%

404!

"#

知识水平得分与成就感低有关联#表现为成就感低程度每增加

!

分#知识水平得分将减少
408:!

倍$学习总得分及知识水平

的多因素回归分析#见表
8

*

:

$

表
8

!!

学习总得分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项目
#

标准误差
. <

常量
9#0./9 9084" !!077: 40444

学习怠慢总分
$40!.7 4048! $.0.:8 4044!

表
:

!!

知识水平得分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项目
#

标准误差
. <

常量
9#08#9 908.7 !!0/#/ 40444

成就感低
$408:! 40!.8 $.0./8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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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0>

!

卫生部门合理进行动态评估以保证学员获取知识的公平

性
!

研究结果显示#全培基地学员学习状态得分高于住培基地

学员$提示全培基地的学员学习倦怠程度较高$学员的学习

倦怠由于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对学习缺乏兴趣而导致的消极

态度和行为'

!4

(

$结合访谈#由于全培基地的学员人数相对住

培基地而言多出近
:4L

#管理人员及带教老师无法给予学员

足够的关注和沟通#导致学员对学习无兴趣或感到厌倦$因此

卫生部门在保证基地招生的前提下#应当结合基地的实际情况

动态评估#将基地的招生人数控制在合理范围$

@0?

!

培训基地高度重视学习状态以提高学员获取知识的积极

性
!

在逐步回归分析得出的最优模型中#成就感低为影响知识

获取的最大因素$因此基地带教老师及管理人员均应当注意

学员的状态#特别是学习上的成就感$结合访谈得知部分基地

的管理人员甚至从未与学员接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

可能是学员进入规培的时间仅有月余#对规培环境适应不够#

但也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基地对学员管理松散#重视程度不够$

因此#一方面可以在学员范围内多开展关于全科相关政策的宣

传#提高学员归属感$另一方面应当关注学员的学习状态#通

过丰富教学方式*增加与学员之间的交流和反馈来提高学员对

学习的热情度*成就感$

@0@

!

带教老师认真落实日常教学以促进学员获取知识的高效

性
!

本研究结果表明#学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最差#

/

家基地

均不足
/4L

$结合访谈得知许多基地未开展理论培训或集中

授课#学员多在科室轮转的过程中扮演+实习生,的角色#通过

业余自学的方式获取知识$因此#带教老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当

针对学员知识水平的具体情况#通过集中授课*案例教学等多

种方式对学员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全科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

操作水平$因材施教#与学员共通制订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法和

计划#实行分层次教学'

!!&!9

(

#同时合理安排课程和测验的间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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