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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能力训练是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

的核心要求#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关键内

容#是与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区别!

6

"

(临床能

力考核是评价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的重要途径#

是评估临床能力训练效果的重要指标(建立切实可

行'组织严密的考核体系#是规范和强化医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和提高临床技能的有效

措施!

!

"

(本校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

力考核在
!566

级及以前是通过轮转过程中的出科考

核形式进行评价#出科考核由轮转科室自主举行#由

考勤'病例完成情况'临床能力测试及理论知识笔试

组成(所有轮转科室出科考核合格后#学生方可参加

由重庆医科大学组织的理论知识笔试#最终获得答辩

资格(

从
!56!

级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即
!56N

届

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专业学位研究生

全面.并轨/#其临床能力培养要求及过程与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人员一致#因此#学院加强了对专业学位

研究生临床技能的考核(在学生通过所轮转科室的

出科考核后#增加了一次毕业前临床技能考试#此考

试采用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

'+S%

%的形式且由院系

统一组织(毕业前临床技能考试与理论笔试$仍由重

庆医科大学组织%均合格后学生才能获得答辩资格(

'+S%

是
*"#&%-

!

K

"于
6LJN

年提出来的一种

全新的医学生成绩考核评价方法#通过模拟临床情景

客观地评价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临床决策能力#是一

种可靠且具有可重复性的考察学生临床能力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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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参考
'+S%

考核形式#针对研究生临床能

力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考站设计#作为重庆医科大学

!56N

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前临床

技能考试即毕业前
'+S%

#并通过成绩分析进行相关

论证#以求更切实可行的考核方案#同时发放问卷对

毕业前
'+S%

与出科考核进行效果和质量等方面的

比较(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重庆医科大学
!56N

届口腔医学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共
KK

人参与考核(考试时间安排

在研究生毕业前
!

个月左右(

?2@

!

方法

?2@2?

!

考站设计
!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客观结

构化临床考核共设置口腔检查与病史采集#基本急救

技能#口腔基本技能
K

个考站(每名学生考试时间共

计
75E:=

(

?2@2@

!

考核内容
!

主要考核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阶段必须掌握的临床技能(组织院内专家讨论制

订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前
'+S%

方案$考试

大纲'考核项目'评分标准等%(

?2@2@2?

!

病历采集'无菌操作及口腔检查
!

病历采

集&由考官指定
!

名考生互相进行口腔病史采集#考

生根据病史提出辅助检查方法'诊断'鉴别诊断与治

疗设计并完成病历书写等*口腔检查&由主考官指定
!

名考生互相操作#考官要求学生完成戴帽子口罩'戴

手套'探诊'扪诊'叩诊'松动度检查'双合诊'咬合关

系检查'牙髓温度测试'牙周袋检查'颞下颌关节检查

等项目(

?2@2@2@

!

基本急救技能项目
!

心肺复苏#每位考生

在模拟人上操作相同项目(

?2@2@2A

!

口腔专业技能
!

考生除考前抽取,口腔内

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或,口腔正畸

学-中
6

个项目进行考核以外#还需完成巴氏刷牙法

刷牙(

?2@2A

!

考官要求
!

考官由各专业高级职称教师组

成#共
6Z

名#考前集中对考官进行统一培训#根据评

分细则对照考评指导#严格评分标准#力求评分尺度

一致#同时要求考官做到公平公正(

?2@2F

!

考场准备
!

配备有口腔医学仿真人头模系统

及各种口腔医学教学设备的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实验教学中心将作为考试场地#考试所需各种物品及

候考室'考站的标识由中心实验人员统一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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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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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结果
!

!56N

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毕业前
'+S%

得分情况&口腔检查与病史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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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基本急救技能$

Z62!5cL2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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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基本技能$

Z625Kc6N2LM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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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分布

情况&

L5

"

655

分
K

人$

L25La

%#

Z5

"$

L5

分
!6

人

$

7K27Ma

%#

J5

"$

Z5

分
J

人$

!62!6a

%#

75

"$

J5

分

!

人$

7257a

%(分数基本呈正态分布#见图
6

(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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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前

'+S%

得分正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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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结果

@2@2?

!

毕业前
'+S%

问卷结果
!

在
!56N

届口腔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KK

名考生参加毕业前
'+S%

后立

即现场发放问卷#回收学生问卷
KK

份#回收率为

655a

#

'+S%

效果'质量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6

'

!

(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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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前
'+S%

!!!

效果问卷调查结果#

+

'

a

($

调查项目 能 一般 无

对今后工作的有帮助
!N

$

JN2J7

%

J

$

!62!6

%

6

$

K25K

%

有助于促进理论知识的学习
!L

$

ZJ2ZZ

%

M

$

6!26!

%

5

$

5

%

有助于促进临床技能的掌握
!!

$

7727J

%

L

$

!J2!J

%

!

$

7257

%

有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
!M

$

J!2JK

%

Z

$

!M2!M

%

6

$

K25K

%

可以对知识掌握进行评估
!!

$

7727J

%

L

$

!J2!J

%

!

$

7257

%

可以对沟通能力进行评估
!6

$

7K27M

%

66

$

KK2KK

%

6

$

K25K

%

可以对分析能力进行评估
!M

$

J!2JK

%

Z

$

!M2!M

%

6

$

K25K

%

可以对临床技能进行评估
!M

$

J!2JK

%

Z

$

!M2!M

%

6

$

K25K

%

表
!

!!

!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前
'+S%

!!!

质量问卷调查结果#

+

'

a

($

调查项目 好 一般 差

考试的公平性
!L

$

ZJ2ZZ

%

M

$

6!26!

%

5

$

5

%

考试的科学性
!5

$

75276

%

66

$

KK2KK

%

!

$

7257

%

考试的全面性
!!

$

7727J

%

L

$

!J2!J

%

!

$

7257

%

考试的公正性
K5

$

L52L6

%

!

$

7257

%

6

$

K25K

%

!!

从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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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关于考试效果#

ZNa

以上的

学生认为该考试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有促进作用#但仅

75a

"

J5a

的学生认为该考核有助于促进临床技能

的掌握#对专业技能的提高'今后的工作有帮助#能够

对知识掌握'沟通能力'分析能力'临床能力进行评

估*

!5a

"

K5a

的学生认为以上效果一般(关于考试

质量#

ZNa

以上的学生认为考试具备公正性及公平

性#但在全面性及科学性上#则均有超过
!Na

的学生

认为一般甚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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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M

届及
!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出科考核问卷调查结果
!

分别在临近毕业即学生完

成所有科室轮转并完成出科考核后由研究生管理人

员对
!56M

届和
!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发

放出科考核问卷#结果见表
K

"

7

$

!56M

届共
K6

名学

生#回收学生问卷
!L

份#回收率为
LK2NNa

*

!56N

届

共
KK

名 学 生#回 收 学 生 问 卷
K6

份#回 收 率 为

LK2LMa

%(

表
K

!!

!56M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出科考核效果

!!!

问卷调查结果#

+

'

a

($

调查项目 能 一般 无

对今后工作的有帮助
!6

$

J!2M6

%

Z

$

!J2NL

%

5

$

5

%

有助于促进理论知识的学习
!M

$

Z!2J7

%

N

$

6J2!M

%

5

$

5

%

有助于促进临床技能的掌握
6!

$

M62KZ

%

6N

$

N62J!

%

!

$

72L5

%

有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
6K

$

MM2ZK

%

6N

$

N62J!

%

6

$

K2MN

%

可以对知识掌握进行评估
!!

$

JN2Z7

%

J

$

!M26M

%

5

$

5

%

可以对沟通能力进行评估
!5

$

7Z2LJ

%

L

$

K625K

%

5

$

5

%

可以对分析能力进行评估
!5

$

7Z2LJ

%

L

$

K625K

%

5

$

5

%

可以对临床技能进行评估
6N

$

N62J!

%

6K

$

MM2ZK

%

6

$

K2MN

%

表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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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M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出科考核

!!!

质量问卷调查结果#

+

'

a

($

调查项目 好 一般 差

考试的公平性
6N

$

N62J!

%

6K

$

MM2ZK

%

6

$

K2MN

%

考试的科学性
!5

$

7Z2LJ

%

L

$

K625K

%

5

$

5

%

考试的全面性
6L

$

7N2N!

%

65

$

KM2MZ

%

5

$

5

%

考试的公正性
!5

$

7Z2LJ

%

L

$

K625K

%

5

$

5

%

表
N

!!

!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出科考核

!!!

效果问卷调查结果#

+

'

a

($

调查项目 能 一般 无

对今后工作的有帮助
!K

$

JM26L

%

J

$

!!2NZ

%

6

$

K2!K

%

有助于促进理论知识的学习
!J

$

ZJ265

%

M

$

6!2L5

%

5

$

5

%

有助于促进临床技能的掌握
6K

$

M62LM

%

67

$

N6276

%

!

$

72MN

%

有助于专业技能的提高
6M

$

MN267

%

67

$

N6276

%

6

$

K2!K

%

可以对知识掌握进行评估
!!

$

J52LJ L

$

!L25K

%

5

$

5

%

可以对沟通能力进行评估
!6

$

7J2JM

%

65

$

K!2!7

%

5

$

5

%

可以对分析能力进行评估
!!

$

J52LJ

%

Z

$

!N2Z6

%

6

$

K2!K

%

可以对临床技能进行评估
6N

$

MZ2KL

%

6N

$

MZ2KL

%

6

$

K2!K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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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出科考核

!!!

质量问卷调查结果#

+

'

a

($

调查项目 好 一般 差

考试的公平性
6N

$

MZ2KL

%

6N

$

MZ2KL

%

6

$

K2!K

%

考试的科学性
6L

$

762!L

%

66

$

KN2MZ

%

6

$

K2!K

%

考试的全面性
!6

$

7J2JM

%

65

$

K!2!7

%

5

$

5

%

考试的公正性
6J

$

NM2ZM

%

6K

$

M62LM

%

6

$

K2!K

%

L!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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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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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6K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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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问卷调查结果对比
!

与
!56N

届口腔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S%

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在公

平性和公正性方面$图
!

红色椭圆内%学生认为
'+S%

更好(

图
!

!!

'+S%

与出科考核问卷调查结果对比

A

!

讨
!!

论

!!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根本目标为培养能

够胜任特定社会行业或职业工作岗位需求的高层次

专业性人才#因此专业学位培养标准就应该重在临床

技能及临床分析能力的培养(在医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培养体系中#临床实践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核

心组成部分!

MDN

"

(然而部分院校一定程度上片面重视

科研论文#导致临床轮转的时间大部分都被实验研究

所占用#学生临床技能训练不足!

7

"

(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做好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

接工作的通知-$教研厅3

!567

4

6

号文%中明确要求各

教育部门需高度重视临床医学$含口腔'中医%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工作#

再一次强调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侧重能够胜

任临床医疗工作#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J

"

(同样有专家

建议口腔医学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中逐步将专业学位

的硕士'博士并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专科医师培

养之中#研究生招生体系仅为科学学位的硕士和

博士!

Z

"

(

我国目前口腔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操作能力差'

不能独立完成本专业普遍疾病的诊治的情况与最初

设立专业学位的目标即培养高级口腔医师背道而

驰!

L

"

(与临床医学相同#口腔医学仍然应当将临床能

力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建

立一套切实'可用'组织严密的考核体系(本院将

'+S%

应用于
!56N

届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有效衔

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同

时#探索适合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考核方式#

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与职业准入制

度并轨#避免该情况发生(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是认可
'+S%

方式及考核的效果#但对于知识掌握'沟通能力'分析

能力评估方面#小部分学生认为一般或者不能#同时

对考核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分

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口腔专业技能考核内容设置中#

学生仅抽取,口腔内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

复学-,口腔正畸学-中的一个项目进行考核#很有可

能刚好是该同学的弱项#导致考试失利(也说明在目

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能存在课程时间较长#轮转时间

较短#以及轮转管理不够严格导致学生未完成轮转相

关要求(此外#根据本院
!56N

届学生的轮转方案#非

口腔正畸专业研究生未安排轮转口腔正畸科#因此考

核方案的设置有一定的不合理(

但通过与
!56M

届及
!56N

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出科考核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采用
'+S%

方式的临床能力考核更好地避免了科室自主考核的

局限性#科室自主组织的出科考核往往以笔试为主#

缺少开展操作考核的场地及器材#无法有效地评估研

究生的临床能力水平(此外#科室自主出科考核不管

是考核项目还是考核组织管理均不如由学院统一组

织的临床能力考核严格有序#从而失去考核的意

义!

65

"

(同时由口腔医学院统一组织的考核#通过全面

的项目设定及对考官的培训能更好地'系统地对研究

生临床能力进行评价#也避免了因私人关系而影响成

绩评定的情况发生(

此次考核作为
'+S%

在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临床能力考核中的初步应用#对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临床操作技能进行初步考核#缺乏病例分

析'临床思维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课题组将进一步根

据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优化培养模

式#修订
'+S%

考核方案#力求站点'试题设计更加合

理'科学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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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

%$R

%是指应用现有最为可靠的研究

证据#结合医师的临床技能和经验#在尊重患者的个

人意愿前提下对患者做出医疗决策和诊治方案#其核

心内容即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遵循科学证据#全程贯穿

寻找证据'全面分析证据'得出结论'正确运用结论指

导诊疗!

6D!

"

(随着循证医学的广泛应用#循证医学教

育$

%$R%

%随之产生#并逐渐成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

容(基于问题为中心的学习$

V$P

%教学方式是由美

国医学教育改革先驱
$088<T;

教授在
6L7L

年提出

的#它是指在临床前期课程及临床课程中#以问题为

基础#学生为中心#指导者为导向的小组讨论模式的

教学方法!

K

"

(本研究旨在比较循证医学结合
V$P

的

教学模式与传统临床教学模式在肿瘤内科硕士研究

生临床教学中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研究对象
!

选择
!56N

年
7

月至
!567

年
6!

月在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淋巴血液内科实习的硕

士研究生
N7

人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

组
!Z

人(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具有可比性(见表
6

(

?2@

!

教学方法
!

两组均由带教老师采用万德森主编

的,临床肿瘤学-第三版进行教学#教学时间为每周
K

个课时#共
!M

个课时(试验组为循证医学结合
V$P

的教学模式(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确

定教学病例#指导学生自学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

-SS-

%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对学生进行分组和指

定不同工作任务*课堂实施阶段分为病例特点的归纳

和总结'临床问题的提出'基于问题的
-SS-

指南解

读'相关文献阅读解析'讨论'小组汇报和最后教师总

结*通过以上环节#不同学生对自己完成的部分进行

汇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发现其中不足和引导学

生如何自学#教授如何通过解读临床实践指南及阅读

文献解决临床具体问题(对照组为传统教学模式#教

师根据教材备课#依据教学大纲#运用多媒体课件进

行教学#配合临床病例#课堂以教师讲授疾病流行病

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治疗#学生以听课为

主#突出重点和难点#并布置课后作业(

?2A

!

教学效果评估
!

包括理论考试'临床实践考核

及问卷调查(理论考试均采用统一试题及评分标准#

内容为肿瘤内科相关基础知识*临床实践考核包括病

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诊疗方案制订#由带教

老师按相同标准进行评分*问卷调查于考核结束后由

学生填写后回收(

?2F

!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采用
+V++6L25

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
Fc"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

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方差不齐的计量

采用近似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525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

理论考试中#两组同学基

础知识'肿瘤内科专业知识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525N

%*在临床技能考核中#两组在病史采集'病

历书写的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试验组

的体格检查'诊疗方案制订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525N

%(见表
!

(

@2@

!

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

试验组和对照组共发放问

卷
N7

份#回收
N7

份#回收率为
655a

(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在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与教师互动情况'查阅文

献能力'分析解决临床问题能力及与患者沟通能力方

面#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25N

%#其余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25N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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