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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临床技能扎实是医学

生成才和发展的最基本要求"这一特性决定了临床医

学人才培养必须以临床技能训练为核心,

$

-

!传统的

临床技能教学是通过在临床医疗中#师带徒$的教学

方法"但随着
"#

世纪末我国医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及

医患关系越发紧张"这种临床实践教学方式受到了严

重冲击"医学模拟教学因此快速登上了我国医学教育

的历史舞台,

"

-

!竞争性比赛独具的挑战性)竞技性)

专项性)刺激性)现场性)操作性)逼真性都是传统技

能教学模式无法比拟的,

*

-

"同时以竞赛为载体"及时

发现我国临床技能培养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共同探

讨"逐步达成共识"可为规范我国医学教有的临床技

能操作标准起到推动作用,

)

-

!秉承全国高等医学院

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办赛宗旨"本院成功承办学校

首届本科生临床技能操作竞赛"在承办该次竞赛过程

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以赛促教的教学经验"受此启

发"本院之后将该次竞赛的流程和经验应用到本院本

科学员技能教学"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并对其教

学效能进行了论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院
"#$*

级临床医学本科
'

年制
$

个班全体实习学员纳入技能教学"共
$"%

人"其中男

$$%

人"女
$#

人"年龄
"*

!

"'

岁!首先进行了技能操

作理论考评"考评的试卷满分为
$##

分"包括
$##

个

单项选择题"每答对
$

题得
$

分"答错或不答不得分!

!!"

!

方法

!!"!!

!

分组
!

利用随机数字表将
$"%

人分为
"

组"

对照组
(*

人"观察组
()

人!对照组接受传统的技能

教学"即教师示教
e

自行训练操作*观察组借鉴技能

竞赛的形式和流程!

!!"!"

!

培训内容
!

以原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内

科学&%外科学&%诊断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学&%眼科学'第
&

版(&等课程所涉及的临床

基本技能"以及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进行"重点

考核学员临床基本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等!

!!"!#

!

培训及考核方法
!

各组之间进行比赛"比赛

分初赛)决赛!初赛为赛站式"共
+

站"每站
&C/@

"涉

及内科)外科等常规操作和基础理论考查项目
$&

项"

根据成绩排名"前
(

支队进入决赛*决赛为赛道式"共

*

个赛道"每个赛道
*

站"总赛时为
"'

!

*#C/@

*以抗

震救灾病例为牵引"结合现场急救)搬运)后送治疗等

操作项目
(

项!两组学习训练周期相同"均为
"

周"

学习训练的内容相同"由相同的两名教员开展!学习

训练结束后的第
"

天"由两名教员对所有学员的技能

进行考核"并对操作质量进行单独打分"每名学员的

最终成绩"取两名考官评分的平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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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学员技能及理论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

理论考核

分值范围'

C/@

!

C15

"分( 平均分'

4gM

"分( 区分度'

>

(

技能考核

分值范围'

C/@

!

C15

"分( 平均分'

4gM

"分( 区分度'

>

(

观察组
() $#

!

++ %%!&&g$&!)+ #!%% ('!)#

!

+"!&# %+!*%g(!"# #!*$

对照组
(* $#

!

+) %%!##g$(!&( #!%) )%!&#

!

&(!%' %*!#%g(!') #!*#

表
"

!!

两组学员各站点成绩比较

站点

对照组'

!9(*

(

分值范围

'

C/@

!

C15

"分(

平均分

'

4gM

"分(

区分度

'

>

(

观察组'

!9()

(

分值范围

'

C/@

!

C15

"分(

平均分

'

4gM

"分(

区分度

'

>

(

A "

急救技能站
*!*#

!

$"!$' %!+%g$!*$ #!'+ '!$'

!

+!%' &!$+g$!#( #!'$ [$!#$" #!*$)

护理技能站
"!&#

!

$#!## (!''g"!#$ #!++ $!+'

!

+!'# %!$'g$!&& #!+" [$!%*& #!#&'

专科技能站
$!##

!

$*!## %!&*g$!&$ #!%& $!##

!

$#!## %!&&g$!&& #!%& [#!$"% #!&++

内科技能站
(!##

!

$#!## &!"+g$!#$ #!'# (!##

!

$#!## &!)(g#!+" #!)' [#!++) #!*""

外科技能站
(!##

!

$#!## &!**g#!+' #!)' (!'#

!

$#!## &!()g#!%* #!*' ["!$#$ #!#*&

病史采集站
$!##

!

$#!## %!)*g"!)* $!$* *!##

!

$'!## &!)*g"!## #!&+ ["!'$' #!#$*

体格检查站
'!##

!

$#!## %!*#g$!$% #!'* '!'#

!

$#!## %!+(g$!$) #!'' [*!""' #!##"

医学人文
'!'#

!

+!'# %!+&g#!&% #!)$ (!"'

!

$#!## &!)"g#!&" #!*+ ["!+$" #!##)

辅助检查
#!##

!

$#!## (!*$g"!)$ $!#* '!##

!

$#!## %!+(g$!&* #!&& [)!*"&

"

#!##$

病例分析
#!(#

!

&!+# '!#%g$!(% #!&" "!)#

!

+!+# (!"&g$!+' #!+(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433")!#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最小值'

C/@

()最大值'

C15

()

4gM

)区分度'

>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A

检验!若如无特殊说明"取双侧概率"检验水准
$

9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理论与技能总成绩比较
!

两组理论成绩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9[#!"%+

"

"9#!%&$

(*观察

组技能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9

['!'%"

"

"

"

#!##$

("见表
$

!两组的理论成绩区分

度很好"技能成绩区分度较好!

"!"

!

两组各站点评价比较
!

两组急救技能站)护理

技能站)专科技能站)内科技能站得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外科技能站)病史采集

站)体格检查站)医学人文)辅助检查成绩)病例分析

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对照组中病

史采集站)辅助检查
"

个站点区分度不好"其余
%

个

站点区分度很好*观察组中外科技能站)医学人文
"

个站点区分度较好"其余
&

个站点区分度很好!

#

!

讨
!!

论

#!!

!

规范化技能培训方案"构建系统化技能教学课

程建设
!

临床技能大赛不仅是人才培养的载体"还是

一种人才培养质量检测的有效手段,

'

-

!其回归竞赛

目的"根据能力为重)全面发展育人要求"建立与临床

理论并重的临床技能教学体系,

(

-

!院校过早地将住

院医师甚至专科医师培养阶段的操作提前至本科阶

段进行培训"而忽略了本科阶段最为核心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脱离了本科临床医学

教育的目标,

%

-

!医学生临床技能学习大多是在临床

实习阶段完成的"但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临床实习阶

段
""!(,

的学生潜心考研"

%$!(,

的学生忙于找工

作"说明医学生对临床技能学习普遍缺乏主动性,

&

-

!

在总结以往技能带教及竞赛经验的基础上"紧贴本科

生培养方案"探索)构建涵盖医学教育全过程的#以胜

任力为导向$的阶段性)系统化)规范化临床技能教学

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

!

标准化技能教学设计"完善技能教学形成性评

价体系
!

提高医学教育质量最根本在于提高医学人

才培养质量,

+

-

!传统教学评价中评价方法往往是终

结性评价"应用于实践为主的技能教学"不能全面反

映学员操作过程中的实际能力水平!笔者结合医院

现行器官系统化教学课程设置"技能教学试行功能模

块化教学设计"按类别)分层次进行培训及考核"包括

科室考核和院)校级层面统一考核!让学生在专项技

能技术学习与训练中获得成功"亲身体验#优胜劣汰$

的竞争机制"从而产生主动学习的心理源动力"重塑

勤学苦练的学风,

$#

-

!通过竞赛排名及考核评分机制"

使学生及教员均参与评价过程"形成过程式)互动式

互评体系"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体和积

极参与者"充分调动学员对教学参与的主观能动性"

不断促进各教研科室及教员对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改

进"更能促进教学人员梯队的形成!同时"通过统计

图表)即时评价)迷你临床演练评估'

C/@/;675

(等反馈

形式"让学员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自身优点及不足"使

教员能够更及时地掌握教学进度"准确发现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总结及改进!这点通过后期回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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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员访谈也得以证实!

#!#

!

信息化技能教学方法"推动技能教学及管理的

创新发展
!

临床技能学是一门综合性)技术性)实践

性很强的学科,

$$

-

!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今天"信息化人

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推动医学技能教学的重大变

革!对接教学目标"采用信息化技能教学方法"充分

利用如模拟纤维支气管镜)模拟肺)虚拟综合穿刺系

统等先进教学手段及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设计操

作的模拟情景"让学生有身临医院的真实情境"既最

大限度保障了患者安全"也对医学生进行了系统化规

范化的训练"并且能够满足部分罕见病例的训练"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培训质量!同时"运用信息化手

段进行中心训练)考核及竞赛管理"简化人工流程"减

少失误比例"很大程度上节约管理成本"提高了工作

效率!

综上所述"临床教学改革是一所医学院校教学发

展永恒的焦点"必须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解放思

想的原则进行教学改革"才能实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发展目标"也才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

题,

$"

-

!近年来"医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发展迅速"

能力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成为各国医学教育发展的

主流,

$*

-

!竞赛教学法的整个过程也正是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学生#要我学$向#我要学$转

变的过程,

$)

-

"医学院校也可以通过临床技能竞赛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

-

"以竞赛的形式进行技能

教学在促进本科生技能学习兴趣及基础技能"提高教

员教学能力"推动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和临床实践教学

的改革"促进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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