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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索在完善)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平台过程中对临床型研究生的教学模式%方法
!

将临床型研究生分为)互联网
e

*教学法组与传统教学法组!)互联网
e

*教学法组研究生参加)互联网
e

*专科

门诊科研教学法!传统教学法组研究生不参加)互联网
e

*专科门诊临床科研教学法!只参加传统教学方法!比

较两组教学成果%结果
!

)互联网
e

*教学法组的临床型研究生在临床专业知识&情景模型的患者临床处理能

力&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发表论文的分值方面均高于传统教学法组!同时参与)互联网
e

*专科门诊科研教学法

的老师在发表论文方面也超出传统教学法老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34

$%结论
!

)互联网
e

*专科门诊

数字化平台中的临床科研教学模式作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更具有直观性和可执行性!可促进临床科研

教学%

#关键词$

!

互联网
e

#专科门诊#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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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医学临床型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以临床

专业知识培养为主#培养的方式以在病房担当实习医

生为主#参与临床科学研究和专科门诊时间较少*由

于当前新的医疗形势下#对医学研究生有了更高)更

全面的要求#不仅要求更全面的临床技能#还需要有

创新的临床科研能力和科学论文撰写能力!

4

"

*目前

我国各个临床专业均有自己的专科门诊#其中绝大多

数专科门诊为慢性病患者#需长期就诊治疗)追踪随

访#因此诞生了+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据平台#更有

利于保存完整的病例资料)患者随访及临床数据追

踪#但需要临床型研究生参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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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课题

拟借助+互联网
e

,优势#将新时代背景出现的教学模

式与传统经典的教学模式相融合#对现有的临床型研

究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形成新的教育和学习

模式*在建立和完善+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平

台过程中#创新性地设立了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鼓励

专业学位型研究生参与本专业+互联网
e

,专科门诊

数字化病案平台的构建#建立新的临床型研究生的临

床及科研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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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9,9

!

一般资料
!

2345

年
4

月
4

日至
2348

年
5

月
4

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内科轮转的临床

型研究生#除常规承担了住院医师的轮转培训工作和

传统教学方法外#根据随机原则#分为两组&$

4

%参加

+互联网
e

,专科门诊临床科研教学法组$+互联网
e

,

教学法组%($

2

%不参加+互联网
e

,专科门诊临床科研

教学法组#只参加传统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法组%#每

组
29

人*

9,:

!

方法

9,:,9

!

教学方法
!

+互联网
e

,教学法组除平时常规

的临床工作和教学外#每周安排
4<

参加+互联网
e

,专

科门诊数据平台建设#并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临床科研

教学体系培训*培训的内容&$

4

%在进入+互联网
e

,专

科门诊数据平台建设前#由本专业的学科带头人)研

究生导师)门诊医生组成的专业组教学团队#对临床

型研究生进行专科门诊数字化病案平台的临床和科

研讲课#讲解本专业门诊常见病的处理方案)门诊知

识要点($

2

%专业组教学团队每个月对专业学位型研

究生完成的慢病数字化病案平台内容进行评估#对研

究生进行临床和科研教学指导($

7

%专业组教学团队

每
7

个月对研究生进行课题设计)论文撰写的指导(

$

;

%鼓励临床型研究生发现临床问题#设计临床科研

路线#解决临床问题($

;

%专业组教学团队每
:

个月考

核研究生的慢性病管理临床内容和课题设计)论文撰

写成果($

9

%专业组教学团队在对研究生的指导过程

中#培养其团队合作能力*教学时间为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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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评估
!

分别从
;

个方面进行考核评

估*$

4

%临床专业知识&试卷考试#满分
433

分($

2

%情

景模拟患者处理流程考试&满分
433

分#临床专业考

官打分($

7

%临床课题设计考试&满分
433

分#科研专

业考官打分($

;

%发表论文评分&统计教学开始到教学

结束后
4

年内发表的论文情况#论文评分系统采用医

院科研处的评分系统#一般论文
23

分#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

VIVW

%扩展库
;3

分#

VIVW

核心库
83

分#

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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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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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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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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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8443393: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研项目面上项目$

2345/I]/3;5

%(全国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委员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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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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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博士#主要从事儿科肾脏疾病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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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

:,9

!

建立+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平台
!

通过课

题的前期筹备#建立了+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平

台#能更好地服务广大患者)关注患者病情变化)收集

患者的临床数据*让临床型研究生参与#可以培训研

究生的临床思维和教授基础知识#让研究生参与到患

者咨询服务中#从而培养研究生医学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研究生在+互联网
e

,的医患沟通能力#提高临床

医师培训效果*

:,:

!

建立+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平台下的教学

体系
!

通过教学实践#逐步完善了+互联网
e

,专科门

诊数字化平台下的临床科研教学体系#包括&$

4

%临床

门诊专科的临床知识培养体系($

2

%临床门诊专科的

临床沟通技巧培养体系($

7

%临床科研设计的培训体

系($

;

%临床论文撰写的培养体系*

:,;

!

激发参与培训老师的科研思维
!

通过教学实

践#临床医生参与教学#激发临床医生的门诊临床管

理规范)临床科研的思考能力)临床课题设计能力)临

床论文的撰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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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果比较
!

参加+互联网
e

,专科门诊临床

科研教学的临床型研究生在临床专业知识)情景模型

的患者临床处理能力)临床科研设计能力)发表论文

的分值方面等高于传统教学法的临床型研究生#同时

参与+互联网
e

,专科门诊临床科研教学的临床医生

老师在发表论文方面也超出传统教学法老师#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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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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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教学法组比较

图
4

!!

*互联网
e

+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成果对比

;

!

讨
!!

论

!!

+互联网
e

,医疗的出现改变了日常临床工作的

方式)医患沟通的方式#作为临床教学中很重要的一

部分#临床型研究生教学也不能一成不变*只有不断

改进的研究生教学模式才能培育出更优秀)更适应时

代要求的临床和科技工作者!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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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联网
e

,医疗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人

们的学习方式#同时也促进了医学教育行业升级*在

信息技术)医疗背景与研究生医学教育深度融合的背

景下#提高医学生的临床基础知识)医患沟通和临床

科研能力是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

急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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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据+互联网
e

,数字化平台和

专科专科门诊#在构建的+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

平台的临床科研教学模式中#鼓励临床型研究生参与

平台的完善#在此过程中建立新的临床科研教学模

式#全方位培养临床型研究生的临床基础知识)门诊

患者的处理能力)互联网医疗下的医患沟通能力)临

床科研思维和论文撰写能力*通过对参与的临床型

研究生的采访#普遍认为此教学方法更生动)更具体#

通过长期随访患者#在完善+互联网
e

,数字化平台的

同时#学生也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设计临床课

题解决问题#激发了科研兴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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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此平台教学#参与教学的老师也更主动地设

计临床科研路线#邀请研究生一起参与研究#达到教

学相长的目的*同时也完善了门诊专科数字化平台

的建设#更好地保存了患者的临床资料#更有利于教

学)科研*

+互联网
e

,专科门诊数字化平台中的临床教学

模式作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体现了适应新时

代)大环境的思想#更具有直观性和可执行性#其注重

医学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和临床科研相结合*对教师

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带教老师有扎实的临床功底#

也需要熟练掌握文献阅读)临床研究的解读*由于本

院是国家研究型医院#开展了许多临床科学研究#可

以更好地开展循证医学相关的教学*总之#该教学方

法在提高临床型研究生学习兴趣和临床实践能力)科

研思维方面优于传统临床带教#可以在临床与科研并

重的教学医院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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