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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医学研究生不仅要提高其专业能力#更要培

养其科研思维能力和解决科研实际问题的能力'

$

(

)

医学统计学的学习不仅能够培养医学研究生良好的

科研思维能力#而且能够从科研设计*资料收集*数据

统计分析*结果正确解释等方面大大提高学生解决科

研实际问题能力)因此#医学统计学教学在研究生课程

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

)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

是人体及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相关的各种因素#统计分析

方法又是医学科研工作中的一种有力工具#医学生要在

将来的工作中不断提高医疗及科研水平#就必须掌握统

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

(

)为进一步提升硕士研究生

的医学统计学基础#满足其教学需求#本研究通过对某

医科大学
1%$-

级所有选修医学统计学课程的硕士研究

生在授课后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学生对医学统计学的认

知现状*需求和建议#以提高教学质量)

@

!

对象及方法

@&@

!

调查对象
!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经过
'

次预调

查#于
1%$-

年
$1

月
'W$%

日对
1%$-

级刚完成医学统

计学课程学习的硕士研究生进行网上无记名调查)

调查对象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填写学号$目的是若调查

对象有建设性意见#可以找到本人进行深入探讨&)

@&A

!

方法
!

调查内容包括研究生的基本信息及对医

学统计学的教学评价和建议)基本信息!基本特征#

如年龄*性别*本科及研究生专业*学位类型*有无工

作经历*是否毕业于重点本科院校等%对医学统计学

认知及应用现状#如平时进行数据分析时主要使用哪

些统计软件*对医学统计学的学习体会*在统计学应

用中的困难等)教学评价和建议!教学及应用需求#

如硕士阶段的医学统计学理论课学时数大概多长合

适*期望的授课老师的职称等%教学满意度$教学评

价&及对医学统计学网络交流平台的需求等)各条目

的回答采用
2

级评价方法#如对此次医学统计学的授

课进度的评价分为+太慢*较慢*一般*较快*很快,)

另外在问卷最后增设了一道主观题!对讲授内容*讲

授方式等其他建议和意见)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6QQ1%&%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D37

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

比表示#采用秩和检验*

Q

A

;><E>,

相关分析*

"̂

F

#+=#@

回归分析#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基本情况
!

共回收问卷
00/

份)其中#

0$2

份问

卷填写了学号中
$/

份$

0&%1Y

&学号重复#故删除重

复问卷%有效问卷
0'%

份#有效率
(2&(/Y

)其中女

1)(

人#年龄
1%

#

0%

岁#平均$

1'&2%31&%%

&岁%男

$)$

人#年龄
1$

#

0-

岁#平均$

10&1131&($

&岁)调查

者年龄
1%

#

0-

岁#平均$

1'&--31&0%

&岁#

1%

#

1)

岁

居多$

(%&$%Y

&)大学本科专业!临床医学
$01

人

$

''&%1Y

&#基础医学
(2

人$

11&%(Y

&#药学
22

人

$

$1&-(Y

&#中医学
'1

人$

-&00Y

&#护理学
10

人

$

2&2/Y

&#预防医学
11

人$

2&$1Y

&#公共卫生管理
$1

人$

1&-(Y

&#其余专业
0/

人$

$$&$)Y

&)研究生专业!

基础医学
$)1

人$

'-&)-Y

&#包括生理学*病理学*生

物化学等%临床医学
$0(

人$

'0&)2Y

&#包括儿科学*

妇产科学*内科学*外科学等%药学
)$

人$

$0&$(Y

&#

包括药剂学*肿瘤药理学*药物化学等%其余
2-

人

$

$'&1)Y

&#见表
$

)

表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Y

&

学位类型 学术性学位
'2/ /'&1)

专业性学位
-1 $)&-0

硕士前身份 本科应届
''0 --&)-

本科往届
02 $%&0-

有工作经历
2$ $$&/)

有工作经历者 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然后读研
0/ (0&$1

专科毕业后参加工作然后读研
$ $&()

其他
1 '&(1

是否毕业于重点院校 是
1'0 20&01

否
$() 02&2/

逻辑思维能力 很差
/ $&/)

较差
'/ /&/0

一般
122 2(&'%

较好
$12 1(&%-

很好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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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Y

&

数学基础 很差
11 2&$1

较差
2- $'&1)

一般
10- 2-&00

较好
() 11&''

很好
/ $&/)

A&A

!

医学统计学认知及应用现状
!

在读研以前系统

学习过医学统计学的人数占
/%&0-Y

#近
('Y

的调查

对象认为医学统计学的学习较困难#统计学应用中的

困难主要体现在统计方法的正确选择$

-'&0(Y

&*科

学合理的统计设计$

-'&11Y

&方面)遇到统计学问题

时少部分人$

''&(2Y

&通过自学或者复习书本来解决

问题#大部分调查对象会选择寻求外界的帮助#见表

1

)

"̂

F

#+=#@

回归分析显示#统计分析结果的解读方面

的困难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有关$

G%>6

!

1

Z)&00-

#

!Z%&%$$

&#统计方法的正确选择方面的困难与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

G%>6

!

1

Z-&-/0

#

!Z%&%%2

&及学位

类型$

V>B!

!

1

Z2&-'$

#

!Z%&%$-

&有关)

A&B

!

医学统计学教学需求
!

1$

人$

2&2'Y

&认为合适

的医学统计学理论课教学时数应小于
-1

学时#

$01

人

$

')&/0Y

&认为
-1

学时合适#其余$

2-&)'Y

&认为应

大于
-1

学时)

)0&$(Y

的调查对象认可
1n$

的教学

比例#

1/&)%Y

的调查对象希望理论与操作学时数为

$n$

#仅有
$&/)Y

的人希望
$n1

的教学模式#有
-

人

不知道自己适合哪种教学模式)对于授课老师的职

称绝大多数调查者没有刻意的要求#见表
'

)

A&C

!

关联性分析
!

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对医学统计

学的学习体会不同#对授课的课时要求也不同$

!Z

%&%$%0

&#越觉得学习困难#越希望有更长的学习课

时%硕士前身份$

!Z%&%$00

&*逻辑思维能力$

!Z

%&%$1-

&*数学基础$

!Z%&%%0(

&及对医学统计学的

学习体会$

!Z%&%%%1

&都会对授课进度的评价产生

影响#但上述相关性均较小)对于硕士前未参加过工

作的本科应届研究生大多认为此次授课进度合适或

较快#而参加过工作的研究生则会感觉进度太快#见

表
0

)

表
1

!!

调查对象医学统计学的认知及应用现状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Y

&

在本科或专科学习期间是否有过医学统计学的学习 系统学过
'0) /%&0-

自学过
1/ )&2$

未接触过
2) $'&%1

平时进行数据分析时主要使用哪些统计软件$可多选&

Q6QQ 1(- )(&%-

8 $- '&(2

Q7Q ) $&0%

Q=>=> ( 1&%(

4R@;B '$$ -1&'1

对医学统计学的学习体会 非常难
$1$ 1/&$0

有点难
1-( )0&//

一般
1- )&1/

较容易
' %&-%

很容易
% %&%%

在统计学应用中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可多选& 统计分析结果的解读上有困难
$)$ '-&)-

科学合理的统计设计上有困难
'$1 -'&11

统计方法的正确选择有困难
'$) -'&0(

尚没有统计学应用需求
2' $1&''

其他
$) '&-1

遇到统计学问题时解决方法 临时自学
$0) ''&(2

咨询同学*同事等
$)$ '-&00

寻求统计专业人士的帮助
)2 $2&$1

咨询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等&

1) )&%2

其他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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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医学统计学教学需求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Y

&

理论课与软件课的授课比例大概应为$此次学习过程比例约为
1n$

&

1n$ 1-) )0&$(

$n$ $1' 1/&)%

$n1 / $&/)

其他
$) '&-1

不知道
- $&)'

希望的授课老师的职称 助教
% %&%%

讲师
$2 '&0(

副教授
)$ $0&$(

教授
'( (&%-

授课效果好就无所谓
'$2 -'&1)

是否有你的其他硕士课程已经开通了网络答疑交流平台 是
'- /&)%

否
'(' ($&0%

您觉得医学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有无必要开通网络交流平台 很有必要
1$% 0/&/0

有必要
$(2 02&'2

无所谓
1$ 0&//

没有必要
' %&-%

根本没有必要
$ %&1'

表
0

!!

关联性分析

基本情况
理论课课时

E

"

-

"

8

7

!

授课进度

E

"

-

"

8

7

!

网络教学平台的需求

E

"

-

"

8

7

!

性别
'&')/0 %&%))2 %&'2)- %&22%' $&11/( %&1)-)

学位
%&%%2' %&(011 $&/%(% %&$-/) %&0%%/ %&21)-

硕士前身份
1&())' %&11)( /&0/$$ %&%$00 0&((2' %&%/1'

是否毕业于重点院校
%&%%$$ %&(-0$ %&---0 %&'--( %&%1-% %&/)(2

本科或专科时是否有过医学统计学的学习
2&'')2 %&%)(0 0&($0( %&%/2- 2&-%12 %&%2-/

逻辑思维能力
W%&%1%2 %&)(%- W%&$1%% %&%$1- W%&%/'1 %&%/0/

数学基础
W%&%11/ %&)2-/ W%&$'20 %&%%0( W%&%'/2 %&012%

对医学统计学的学习体会
W%&$'$' %&%$%0 W%&$--/ %&%%%1 %&%2(10 %&$()1

A&D

!

医学统计学应用需求
!

调查发现#研究生对医学

统计学课程有较高的应用需求)

2/&$0Y

及
'/&)%Y

认

为很有必要及有必要在学位论文送盲审或答辩前由统

计专业人员先进行统计学审核%近
/0&%%Y

认为很有必

要或有必要适当安排关于当前统计学发展前沿问题的

讲座#仅有
$$&/)Y

持无所谓态度)

A&E

!

医学统计学教学评价
!

调查结果显示#

1%0

人

$

0-&00Y

&认为此次医学统计学的授课进度合适#

1%$

人

$

0)&-0Y

&认为较快%

10-

人$

2-&00Y

&*

$%(

人$

12&'2Y

&分

别满意及很满意此次医学统计学理论课所安排的讲授内

容)近
(/&%%Y

认为这段时间的医学统计学及软件学习

对自己攻读硕士学位及未来科研有帮助)

A&F

!

对讲授内容*讲授方式等的其他建议和意见
!

调查结果归纳如下!希望提前告知上课内容%多增设

答疑时间%固定授课老师%强化基础理论知识的讲解%

增加习题课#并进行详细讲解%降低高级统计方法部

分的授课进度%内容较抽象*枯燥#希望多结合有趣合

适的例子%希望有线上交流等其他形式的课后交流平

台#增设网上学习平台#共享学习资料%同一班级上课

人数太多等)

B

!

讨
!!

论

!!

本研究对某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医学

统计学课后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硕士研究生认识

到医学统计学的重要性#对自己未来学习及科研有较

大帮助%近
(/&%%Y

认为这段时间的医学统计学及软

件学习对自己攻读硕士学位及未来科研有帮助%近

/0&%%Y

认为很有必要或有必要适当安排关于当前统

计学发展前沿问题的讲座)由于医学统计学公式较

)-%$

重庆医学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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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内容抽象#逻辑性强'

0

(

#并且调查对象整体统计思

维能力及基础处于一般水平)虽然大部分硕士研究

生对医学统计学的体会是困难#但对医学统计这门课

的学习态度仍然积极#希望通过此次学习来提高自己

的统计学水平)

医学统计学是一门既有复杂理论知识#又有丰富

应用技巧的医学专业基础课程#是医学研究生养成科

学研究思维及分析解决实际医学科研问题的最基础*

最重要*最有力的工具'

2

(

)但由于该课程知识点繁多

复杂*理解应用困难#又是目前各高校普遍公认的难

教*难学的课程#如何根据特定教授对象采取多样化

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准确理解统计学基本原理#从而

正确应用统计学方法解决实际科研问题是医学统计

学教学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

(

)针对以上问题的分

析#结合本次调查结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B&@

!

采用重视统计思维和能力培养的案例教学模式

!

案例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对现实问题和某一

特定事实进行交互式探索的过程'

-

(

)针对大部分研

究生觉得医学统计学的学习内容较抽象*枯燥#希望

更有趣有效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应用好了便能满足

学生的需求#基本过程分为三步!首先是课前准备#备

课时教师针对相关内容及专业背景寻找相关合适的

+案例,%然后是课堂讨论#在课堂中引导学生思考#先

正面案例后反面案例#先典型案例后不典型案例#先

单个统计学方法后多个统计学方法的比较和互相联

系#由浅入深#由简而繁#以提高学生灵活运用和综合

运用统计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是课后作

业的安排#布置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跟本节课内容

相关的+案例,#特别是错误运用的+案例,#开展小组

讨论#然后在实习课中各个小组派出代表总结讨论结

果)通过这种练习#有助于学生在具体情境中了解统

计思想和统计方法#从而掌握统计设计的原则和基本

程序#让学生从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过渡到实际应

用中'

/

(

)

B&A

!

分班教学或分学习小组
!

本次调查显示#大部

分人反映班级人数太多#坐在后排的同学听课效果

差#建议考虑分成小班教学#提高教学效率%如果因为

种种限制不能分班#也可以分学习小组#例如按专业

分组)采用开放式教学#鼓励学生自由选择研究目

的*提出研究方案或现有研究的问题#共同研讨完善

设计方案或解决实施困难#必要时根据学生需求可开

展一些医学统计学应用前沿专题讲座'

(

(

)分小组学

习不仅可以增进交流讨论#还可以结合专业背景进行

学习#效果更佳)

B&B

!

开通网络交流学习平台
!

随着时代的变迁#各

种便捷的网络方式被引进教育教学中#现在不仅可以

在课上交流#还可以在课下交流#约
(0&%%Y

的调查对

象认为有必要甚至很有必要开通网络交流平台)交

流学习平台的建立主要目的在于!能在课外时间解答

学生的疑惑#并能集体讨论#共享丰富学习资源等%对

于同学们建议的
gg

群*微信群等网上交流学习平

台#暂时不可取#作为社交软件#在学生人数多的情况

下#一方面会出现水群现象#另一方面老师需要浏览

大量的信息#工作量加大%所以最好是能围绕学习这

一基本点满足老师和学生的共同需求#老师能通过管

理员账号对平台进行统一管理#而学生可以通过登录

实现网上学习*浏览*评论交流*上传文件等#打造一

个良好的网上交流学习环境'

$%

(

)网络教育资源日益

丰富#如果能结合适宜的网络交流平台进行教学#效

果更好'

$$

(

)

总之#本次调查较全面地反映了医学硕士研究生

对医学统计学的认知状况*需求及对当前教学方式的

满意度#为提升硕士研究生医学统计学教学质量提供

了依据)基于此次调查结果#笔者将对教学方法进行

必要改革#应用于下一年级的研究生教学中#并拟分

别在课程开课前*后进行调查#以评价改革效果#提高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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