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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OJM,DOP

&于
1%$%

年
$1

月第
0

期发表了.新

世纪医学人才培养/$

=OMIPQ8N"RO++#",MI+R"N;OX@O,PTN

S

&的

报道#该报道全面阐述了在以学科为基础的大学教育*以问题

为导向的整合教育等两代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全球经验#有针

对性地确立岗位胜任能力要求#改进整个卫生系统绩效的新理

念#成为第三次医学教育改革的标志性文件'

$.1

(

)医学人才岗

位胜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范围*组织机构和人文环境中#可作

为客观衡量标准的成绩优异者个人综合素质'

'.2

(

)本文通过文

献计量法对
1%%)F1%$)

年我国关于医学人才岗位胜任力的文

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以往该领域的研究特点和趋势#探索研

究医学人才胜任力领域的核心期刊以及核心作者群是否形成#

为深入研究医学人才岗位胜任力提供理论支撑)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由于医学人才胜任力涉及高等医学教育*医

院管理学*医学社会学*卫生事业管理等多个学科#故选取综合

性数据库
..

中国知网$

@;d:

&期刊数据库$下称知网&作为中文

数据库代表以及主流外文数据库333

]O>"R<D#O,DO

作为外

文数据库代表#对
1%%)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发表

的文献进行检索),医学人才-涉及主题包括医生*医师*医学

生*医学专业*医学人才等#因此在检索时选择,医生-,医师-及

,医学-作为主题词%,胜任力-涉及主题包括,胜任力-,岗位胜

任力-,胜任力模型-等#最终确定,胜任力-作为主题词)

>&?

!

方法
!

以,$主题
K

医生
M,!

主题
K

胜任力&

AB

$主题
K

医师
M,!

主题
K

胜任力&

AB

$主题
K

医学
M,!

主题
K

胜任力&-

作为中文检索式进行精确检索%以
4"DP"N

*

@I#,#D#M,

*

@I#,#DMI

*

8Q

S

+#D#M,

*

5O!#DMI

*

5O!#D#,O

和
@"H

L

OPO,D

S

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同时限制发表单位为中国)本文将以上述两个数据库中

1%%)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发表的期刊论文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分析的项目包括年度发文量*关

键词著录情况*机构来源统计*期刊分布情况*核心作者统计*

研究内容分类和分析)其中#在分析关键词论著情况时#为便

于横向对比#本文选取了,胜任力*岗位胜任力*医学教育*胜任

力模型*医学生*职业胜任力*卓越医师*临床医师*住院医师*

临床医学-共
$%

个检索关键词#并在两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研究不同关键词出现频次的规律及其反映的现实价值)进行

核心作者统计时#运用普莱斯定律$

;K%&-0(_;HMe

"

1

#

;

为

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

;HMe

为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最多作

者的论文数&#设定核心作者的判断标准)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收集到的数据均使用
<8<<$'&%

进行

处理)

?

!

结
!!

果

?&>

!

年度发文量情况
!

通过精确检索#知网和
]O>"R<D#O,DO

的检索量分别为
1/2

篇和
$)$

篇)尽管两数据库涵盖的期刊

论文数量并不相同#但都反映了相同的论文数量增长趋势)我

国关于医学人才胜任力领域的中文论文从
1%%)

年的
$

篇增长

到
1%$)

年的
$%$

篇#外文论文从
1%%)

年的
$

篇增长到
1%$)

年的
1'

篇)从
1%%)F1%$)

年#涉及医学人才胜任力相关话题

的论文呈指数型增长#知网年度发文量变化情况见图
$

)

?&?

!

关键词著录情况
!

在知网检索得到的
1/2

篇文献中#出

现频次最高的是,胜任力-$

)-

次&#其次是,岗位胜任力-$

0(

次&#紧随其后的是,医学教育-$

1%

次&以及,胜任力模型-$

$(

次&#中文关键词频次分布如图
1

所示)在
]O>"R<D#O,DO

检

索我国发表的医学人才胜任力相关话题论文共
$)$

篇#频次最

高的前
2

位关键词分别为胜任力$

D"H

L

OPO,D

S

#

$%$

次&*岗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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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力$

L

N"RO++#",MI#+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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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医学教育$

HO!#DMIO!TDMP#",

#

1(

次&*医学生$

HO!#DMI+PT!O,P+

#

1$

次&和临床医学$

DI#,#DMI

HO!#D#,O

#

1%

次&)

图
$

!!

知网数据库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发文量统计

图
1

!!

知网检索中文关键词频次分布

?&@

!

机构来源情况
!

以知网分析研究机构来源可知#发表
2

篇以上相关中文论文的机构主要为医学院校或医院#而医学院

校占有更多的发文量#其中潍坊医学院关于医学人才胜任力研

究的论文最多#见表
$

)在外文检索库中#发表超过
2

篇学术

论文的机构包括香港大学$

$)

篇&*香港中文大学$

$1

篇&*北京

大学$

$1

篇&*复旦大学$

$%

篇&*协和医学院$

/

篇&*香港理工

大学$

)

篇&)

表
$

!!

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机构中文发文量统计'

2

篇以上(

排名 机构 发文量$篇&

$

潍坊医学院
$'

1

齐齐哈尔医学院
)

1

安徽医科大学
)

0

徐州医学院
2

0

新乡医学院
2

0

蚌埠医学院
2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2

0

中国医科大学
2

0

北京大学
2

?&A

!

期刊分布情况
!

关于医学人才胜任力的研究论文共发表

在
'%

余种期刊上#在知网的检索结果中#前
2

名分别是.中国

高等医学教育/$

1/

篇&#.卫生职业教育/$

$$

篇&#.医学教育管

理/$

(

篇&#.中国全科医学/$

/

篇&#.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

篇&#期刊分布情况见表
1

)由于外文论文的发表杂志较为零

散#无参考意义#故不参与分析)

?&D

!

核心作者情况
!

由知网检索统计可知#截止到
1%$)

年

$1

月
'$

日#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作者是徐州医学

院的梁茜以及三峡大学医学院的李从德$各
'

篇&)计算可知

国内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的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是

;K%&-0(_'$

"

1K$&'

#因此把发文量
1

篇以上的第一作者定

为核心作者)经统计可知#核心作者共有
$1

位#共发表论文

1)

篇)

表
1

!!

知网来源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期刊

!!!

发文量统计'前
$%

位(

排名 期刊 数量$篇& 百分比$

G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1/ (&/1

1

卫生职业教育
$$ '&/)

'

医学教育管理
( '&$)

0

中国全科医学
/ 1&/$

2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 1&0)

2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 1&0)

2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 1&0)

/

中国卫生产业
) 1&$$

(

护理研究
2 $&-2

(

继续医学教育
2 $&-2

@

!

讨
!!

论

@&>

!

研究内容分类和分析

@&>&>

!

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

胜任力的指标体系*评

价体系以及实证研究是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以医学人才的不同阶段为划分并提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

向的培养模式)如医学生阶段#夏欧东等'

)

(采用职业胜任力评

价体系对
'/$

名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医学

生的核心胜任力总体偏低#建议从课程设置*导师素质等各方

面提升职业胜任力)在医师阶段#黄晓玲等'

-

(通过对广州地区

1%

家医疗单位
$//

名医师进行行为访谈和调查#构建卓越医

学人才胜任力素质模型#包括知识素质*技能素质*自我概念*

个性特质*动机"需要等
2

个维度)对于医学科研者阶段#黄钧

裕等'

/

(对医学科研人员行问卷调查#并总结出由自我学习能力

因子*人际关系能力因子*应变适应能力因子*个性意志品质因

子*抵抗外压能力因子组成的医学科研工作者胜任力模型)

@&>&?

!

文献综述与经验借鉴
!

朱灵平等'

(

(总结英国皇家全科

医师学会岗位胜任力的经验并将此运用到全科医学研究生的

培养中#形成全科医学研究生岗位胜任力培养过程)金辉

等'

$%

(总结美国本科公共卫生教育发展框架#针对非公共卫生

专业的学生#提出包括认知领域*精神领域以及情感领域的以

胜任力为基础的教育模型)

@&>&@

!

医学教学实践改革
!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强化专业

道德和实践技能的医学教育实践改革是当下医学教育改革的

热点)孙医学等'

$$

(通过实验对比分析应用多元化教学方法的

教学效果%李妍等'

$1

(开展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情景创设教学实

践#均对推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培养

具备岗位胜任力的高素质卓越医学人才发挥重要作用)

@&?

!

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总体关注度提升
!

欧美早在
1%

世

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广泛应用,以胜任力为基础-的医学教育#

而对比之下我国关于医学人才胜任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从文

献的数量变化可知#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在
1%%)F1%$%

年期

间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受到广泛关注#年平均发文量为
1

篇)

在
1%$%

年.柳叶刀/发表了.新世纪医学人才培养/报道#

1%$1

年我国教育部和卫生部推出,卓越医生培养计划-#并引入医学

人才岗位胜任力模型进行实证评价以及模式构建后#医学人才

胜任力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关注#对医学人才胜任力的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思考和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推进#使得
1%$1

年后涌现了大批研

究成果)

@&@

!

研究针对性和研究主力军均已形成
!

从关键词的统计情

况来看#,胜任力-的出现频次最高#可见胜任力是该领域的重

点探讨热点#且研讨的内容与医学教育*临床医学*住院医师等

医学的各个范畴#说明该领域的探究具有针对性和广泛性)随

着
1$

世纪以来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以全面医学人格塑造为

主题的第
'

次医学教育改革的铺开#相信胜任力与医学教育间

的联系会更紧密'

$'

(

)逐渐地以临床岗位胜任力为导向#进行

临床医学教育*卓越医师培养体系*住院医师培养模式的研究

和实践不断涌现#使医学培养教育向着为临床事业提供更多有

效人才的方向发展'

$0.$)

(

)

从论文研究机构分布来看#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的研究主

力主要是来自医学院校以及医疗机构的专家学者#这与医疗系

统教育或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相关#也与他们致力于推进医

学教育改革的责任相关)

@&A

!

核心期刊以及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论文数量及质量有

待提高
!

由布拉德福定律可知#刊载论文数占总数
$

"

'

的期刊

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由表
$

可知#发文量排在前
$%

位

的机构均不能进入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的核心领域)说明医

学人才胜任力研究进入我国
$%

余年#尚未形成核心研究群#研

究宽度与深度均有待提高)

核心作者群指的是在某类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影响

力较大的作者集合#他们的研究在某一领域上具有指导性和权

威性'

$-

(

)当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
$

"

1

时#核心作者群

才算形成)由普莱斯定律结合调查结果得#核心作者发文量仅

1)

篇#而检索总量为
1/2

篇#说明医学人才胜任力核心作者群

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有待提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国内在此方面的研

究起步较晚%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作者关于医学人文社科的研究

范围较广#较少集中在岗位胜任力方面)

在
1/2

篇期刊论文中#仅有
12

篇来自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以及
0

篇来自
@<<@:

#约占期刊论文总数的
$%G

)从总体上

看#医学人才胜任力的研究水平不高#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

待提高#研究方法相对缺乏创新#没有形成独特的研究思路或

角度)

@&D

!

研究主题以及研究内容较为集中#研究角度和深度有待

拓宽
!

从研究内容总结可知#目前国内在医学人才胜任力方面

的研究主要是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作者根据自身单位

情况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医学人才#如医学生*规培医师*医师

等#或对某一专科的医师进行评价#因此研究内容较为集中#研

究主体也较为单一)目前尚未出现对医学人才胜任力进行系

统或对比研究#建议在探讨医学人才胜任力研究时总结共性胜

任力因子#再以不同时期或不同专科为出发点对个性胜任力因

子进行延伸探索)结合
1%$0

年
)

月出台.关于医教协同深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对各参与医学教育或医务活

动的主体单位进行深入调查#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重点以及

一般的医学院校#等级不同的医疗机构等#探索不同主体对医

学人才的岗位胜任力的不同要求#以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或是采用对比分析*行为访谈*数学建模*文献计量分析等人文

社科类的方法进行医学人才岗位胜任力研究#创新研究思路和

方法#以产出更高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

(

7B\;dc

#

@=\;J

#

C=a33?^?

#

OPMI&=OMIPQ

L

N"RO+.

+#",MI+R"NM ,OX DO,PTN

S

!

PNM,+R"NH#,

U

O!TDMP#",P"

+PNO,

U

PQO,QOMIPQ+

S

+POH+#,M,#,PON!O

L

O,!O,PX"NI!

'

c

(

&

BOW8ONT5O!\e

L

<MIT!8T>I#DM

#

1%$$

#

1/

$

1

&!

''-.'0$&

'

1

( 李文惠#陈校云#李祥文#等
&

美国
H#IO+P",O

住院医师胜

任力评价系统及启示'

c

(

&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1%$0

#

$'

$

(

&!

//0.///&

'

'

( 王大伟#刘岩峰
&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人才培养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c

(

&

吉林医学#

1%$2

#

')

$

)

&!

$1-$.$1-1&

'

0

(

?;4\B<A; 5 C

#

d?;3\B<J&5O!#DMIO!TDMP#",#,

PQOa,#PO!<PMPO+M,!@M,M!M

#

1%$%

'

c

(

&?DM!5O!

#

1%$%

#

/2

$

<T

LL

I(

&!

<1.<$/&

'

2

(

@=:J45c

#

d:?B:\c;

#

?JJ\;<5

#

OPMI&\e

L

M,!#,

U

DI#,#DMIHO!#DMIPNM#,#,

U

"

LL

"NPT,#P#O+MPPQOa,#WON+#P

S

"R

;M#N">#

!

M!M

L

P#,

U

MNO

U

#",MIHO!#DMIO!TDMP#",H"!OIRN"H

PQO]]?5:

L

N"

U

NMHMPPQOa,#WON+#P

S

"R]M+Q#,

U

P",

'

c

(

&?DM!5O!

#

1%$0

#

/(

$

<T

LL

I/

&!

<'2.<'(&

'

)

( 夏欧东#梁文丽#梅奕洁#等
&

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职业胜

任力调查研究'

c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1%$)

$

0

&!

$$(.$1%&

'

-

( 黄晓玲#杜晓莉
&

卓越医学人才胜任力素质模型构建'

c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1%$0

$

-

&!

1'.10&

'

/

( 黄钧裕#时黎
&

高校医学科技人才胜任力模型构建初探

'

c

(

&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1%$$

#

'$

$

$1

&!

$($.$(1&

'

(

( 朱灵平#祁桢楠#迟春花#等
&

基于英国皇家全科医师学会

岗位胜任力的全科医学研究生培训经验初探'

c

(

&

中国全

科医学#

1%$)

#

$(

$

-

&!

-0/.-2$&

'

$%

(金辉#沈孝兵#李涛#等
&

美国本科公共卫生教育的发展现

状'

c

(

&

复旦教育论坛#

1%$)

#

$0

$

0

&!

$%/.$$1&

'

$$

(孙医学#石彦#张艳#等
&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多元化教

学方法在超声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c

(

&

蚌埠医学院学

报#

1%$)

#

0$

$

)

&!

/$2./$/&

'

$1

(李妍#张巍#吕士杰
&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情境创设教学改

革实践'

c

(

&

实验技术与管理#

1%$)

#

''

$

2

&!

$//.$(%&

'

$'

(于双成#金祥雷#于雅琴
&

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第三次浪潮

的文化背景及本质特征'

c

(

&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

版&#

1%$$

#

'1

$

$1

&!

$$.$0&

'

$0

(张秀军#欧阳乐#王丽雅#等
&

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研

究对临床医学教育改革的启示'

c

(

&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1%$2

#

'2

$

)

&!

(1$.(10&

'

$2

(卿平#姚巡#万学红
&

以胜任力为导向#完善构建卓越医师

培养体系'

c

(

&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1%$2

#

'1

$

1

&!

$2.$/&

'

$)

(廖杰#窦焱#严红#等
&

中心制诊疗模式下的住院医师胜任

力培养思考'

c

(

&

科技创新导报#

1%$2

$

$0

&!

12$&

'

$-

(邱鸿钟#吕娴佳#朱海珊#等
&

广东省医学人文社科研究论

文发表情况的文献计量分析'

c

(

&

医学与哲学#

1%$0

#

'2

$

'?

&!

('.(2&

$收稿日期!

1%$-.%/.12

!

修回日期!

1%$-.$$.%/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