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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构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以有效规范培训基地过程管

理、提升培训质量。方法 通 过 相 关 文 献 与 政 策 梳 理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基 地 教 学 管 理 质 量 指 标,基 于

Donabedian模型从“结构-过程-结果”3个维度构建指标框架,通过德尔菲法对28位专家进行咨询,确定教学管

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结果 两轮函询回复率均为100%。第2轮函询

中,4项一级指标的专家权威程度系数(Cr)值为0.900、0.831、0.884、0.902,一级、二级指标的Kendall’s
 

W 系

数分别为0.478、0.664(P<0.05)。最终构建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包括4
项一级指标、32项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师资能力建设、专业基地管理、科室过程管理、住院医师综合能力权

重分别为0.318、0.179、0.213、0.290。结论 所构建的体系能够全流程监管,提升教学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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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方

式多样化,缺乏统一的评价方法与标准,培养的住院

医师同质化差异较大。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学者采用

分层抽样法对教学师资、培训学员和管理人员的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控制评估指标体系指标权重认

知进行调查,发现不同主体对部分指标权重认知有差

异[1];还有研究从社区实践基地教学管理、带教教师

及全科规培生3个方面构建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2]。本研究通过构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

学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规范过程管理、提升培训质量提供参考,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PubMed等数

据库,通过检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管理”
“质量控制”“指标体系”等关键词,获取近5年的文献

资料,结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2022版)》
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22版)》等政

策文件选取指标。

1.2 方法

1.2.1 Donabedian模型

Donabedian模型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是目前较

为成熟的质量评价方法[3-4]。本研究采用该方法从

“结构-过程-结果”3个维度构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教学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其中“结构”能反映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中师资的特征,包
括师资能力,代表着教学管理前期投入;“过程”体现

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管理的具体环节,包括专

业基地和科室采取的具体管理措施[5];“结果”是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工作投入和管理得到的产

出,反映住院医师的管理效果即住院医师综合能力。
初始框架包括4项一级指标(师资能力建设、专业基

地管理、科室过程管理、住院医师综合能力)和35项

二级指标。

1.2.2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常用于医疗质量评价、结局指标制订等

多个方面[6],本研究选取28位来自安徽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等部门的相关领域专家进行咨询,得到对拟定

指标的修改意见,同时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分。权

威程度(Cr)>0.7认为可靠性较好[7],Kendall’s
 

W
系数为0.4~0.5认为协调程度较好[5];以重要性评

分>3分,变异系数<0.2为依据筛选指标[8],经专题

小组讨论、专家咨询,确定需要删减和调整的指标。

1.2.3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应用较为

成熟,常用于评价指标研究,通过对指标重要性的两

两比较,得出指标权重的排序,适用于解决多层次目

标的复杂决策问题[9-10],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计算指标

权重。变异系数<0.2认为专家咨询意见一致性

良好[11]。

1.3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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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通过一致

性检验、层次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专家基本情况

函询的28位专家中男18人,女10人;本科15
人,硕士研究生11人,博士研究生2人;中级职称7
人,副高级职称16人,正高级职称21人;工作年限

10~<20年7人,20~<30年16人,≥30年5人;单
位性质:卫生健康委员会6人,高等医学院校3人,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19人;工作性质: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行政管理6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

理19人,卫生政策研究3人。
2.2 专家咨询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两轮问卷,每轮应答率均为100%。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见表1、2。

表1  专家Cr

项目 一级指标 熟悉程度 判断依据 Cr

结构 师资能力建设 0.889 0.879 0.884

过程 专业基地管理 0.836 0.825 0.831

科室过程管理 0.921 0.882 0.902

结果 住院医师综合能力 0.929 0.871 0.900

表2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项目
第1轮

Kendall’s
 

W 系数 χ2 P

第2轮

Kendall’s
 

W 系数 χ2 P

一级指标 0.438 36.831 <0.001 0.478 40.143 <0.001

二级指标 0.599 520.229 <0.001 0.664 576.570 <0.001

2.3 指标筛选结果

第1轮专家咨询删除了“思维能力”“培训计划”
“教学内容”3项二级指标。调整后的指标体系包括4
项一级指标和32项二级指标(第2轮指标无修改)。
2.4 各级指标权重系数

在确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

控制指标体系后,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

重系数,结果显示所有指标变异系数<0.2,表明专家

咨询意见一致性良好,见表3。
表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

   控制指标体系

项目 重要性得分(x±s,分) 变异系数 权重

师资能力建设 4.86±0.36 0.07 0.318

 师德师风 4.96±0.19 0.04 0.164

 教学意识 4.96±0.19 0.04 0.109

 教学能力 4.96±0.19 0.04 0.126

 教学态度 4.96±0.19 0.04 0.100

 教学方法 4.96±0.19 0.04 0.109

 教学效果 4.96±0.19 0.04 0.116

 人文关怀 4.96±0.19 0.04 0.095

 教学研究 4.18±0.48 0.09 0.091

 创新能力 4.25±0.44 0.10 0.090

专业基地管理 4.14±0.36 0.09 0.179

 专业体系建设 4.93±0.26 0.05 0.199

 师资培训 4.89±0.31 0.06 0.214

 特色教学活动 4.04±0.58 0.14 0.149

 教学工作会议 5.00±0.00 <0.01 0.145

 师资评价 4.18±0.48 0.11 0.130

续表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

   控制指标体系

项目 重要性得分(x±s,分) 变异系数 权重

 教学督导 4.86±0.36 0.07 0.163

科室过程管理 4.82±0.39 0.08 0.213

 入科教育 5.00±0.00 <0.01 0.142

 小讲座 5.00±0.00 <0.01 0.104

 教学查房 5.00±0.00 <0.01 0.148

 教学病例讨论 5.00±0.00 <0.01 0.128

 技能培训 5.00±0.00 <0.01 0.114

 出科考核 5.00±0.00 <0.01 0.104

 教学小组会议 4.82±0.39 0.08 0.093

 学员评估 4.86±0.36 0.07 0.087

 教学资料管理 4.14±0.52 0.13 0.080

住院医师综合能力 4.82±0.39 0.08 0.290

 职业素养 5.00±0.00 <0.01 0.162

 专业能力 5.00±0.00 <0.01 0.152

 患者管理 4.93±0.26 0.05 0.141

 沟通合作 5.00±0.00 <0.01 0.123

 教学能力 4.89±0.31 0.06 0.105

 学习能力 4.93±0.26 0.05 0.121

 劳动纪律 5.00±0.00 <0.01 0.109

 科研能力 3.14±0.36 0.11 0.087

3 讨  论
“结构-过程-结果”全流程监管可发现影响教学管

理质量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构建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与住院医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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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对象一一对应,从管理对象的工作

内容精准出发,实现“结构-过程-结果”全流程监管。
师资能力建设对教学管理过程与结果具有直接影响,
住院医师综合能力是教学管理质量的直接体现。在

进行教学质量管理控制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教师队

伍的专业能力素养和住院医师综合能力。师德师风、
教学能力、教学效果等对师资队伍的相关能力和教学

水平有重要影响。职业素养、专业能力、患者管理等

指标对住院医师综合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应优先培养住院医师的相关意识、素养

与能力。专业体系建设、师资培训、教学督导等指标

在专业基地管理中尤为重要,入科教育、教学查房、教
学病例讨论、技能培训等在科室过程管理中作用

明显。
全面评价教学管理对象可提升教学管理质量。

本研究构建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

量控制指标体系同时关注带教师资、专业基地、轮转

科室、住院医师4类管理对象,对改善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教学管理质量具有指导作用。在师资能力结

构层面,根据评价结果能明确带教师资的优势与不

足,加强师资培训及带教实践,提升师资教学综合水

平,为住院医师综合能力的提升提供助力;在教学管

理过程层面,可以明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

与国家评估标准之间的差距,协调院内外资源,保障

基地规范建设,加强师资培训、教学督导、特色教学活

动和教学工作会议等工作,为住院医师教学管理质量

提供保障。轮转科室应重点关注教学查房、入科教

育、教学病例讨论、技能培训等工作,做好出科考核和

小讲座工作,保障科室轮转过程管理质量,提升住院

医师综合能力。在教学管理结果层面,住院医师应重

视自身职业素养、专业能力、患者管理和学习能力等,
明确自身弱项并针对性提升。同时,医院、专业基地

和轮转科室应加强对住院医师综合能力的培养,对影

响住院医师的职业素养、专业能力、患者管理、沟通和

学习等能力的关键环节和指标严格把关。
综上所述,规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过程管

理是提升培训内涵质量的重要前提[12]。目前,针对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有关教学管理质量控制指

标体系的研究较少。Donabedian模型是目前可靠的

质量评价方法,本研究采用Donabedian模型从“结构-
过程-结果”3个维度构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

学管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靠

性,指标体系较为系统、全面与合理,可作为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管理质量控制工作的参考依据。
但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函询的专家局限于安

徽省内,下一步将扩大专家范围,以提升指标体系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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