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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胜任力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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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口腔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岗位胜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口腔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提供参考。方法 查阅文献自制口腔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岗位胜任力

调查表对山东省35所三甲医院的284名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牙周科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岗位胜任力总均分为(87.94±14.60)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学员学历、规范化培

训时间、带教方式满意度及考核方式满意度是影响岗位胜任力的独立因素(P<0.05)。结论 山东省口腔牙周

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总体水平一般;学历、规范化培训时间、带教方式和考核方式是其主要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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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口腔问题人口众多,同时是牙周病大国[1],

但目前口腔院校较少[2],专门从事牙周病治疗的专科

大夫更少,很多医院牙周科还没有从口腔内科中分离

出来,严重滞后于广大牙周病患者的治疗需求[3]。我

国许多医学院校牙周病学教学的理论课、实验课和临

床实践学时数严重不足,教学标准要求较低,不利于

毕业生开展牙周临床诊疗工作[4-5]。牙周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是培养牙周科医生的重要途径之一[6]。

但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起步晚,无经验可借鉴。

目前对牙周病教学的研究多为理论或临床实习等方

面,对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的研究较少。

因此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方式显得十分必要。本研究目的便是通过问卷调

查,分析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岗位胜任

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教学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参加2017-2020年山东省35所三甲医院口

腔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300名学员为调查对

象。纳入标准:具有口腔医师资格证;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不能完成问卷调查者;未完成牙周科规范

化培训者。

1.2 问卷条目

以牙周科、牙周科医生、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岗位胜任力、岗位胜任力模型、periodontist、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periodontal
 

residents、co-
mopetence、competency、competency

 

model为检索关

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泉方学术、SCI-HUB、

PubMed等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搜索近5年的学术论

文,并咨询牙周病学20名专家学者,筛选、确立牙周

科岗位胜任力影响因子,并以此构建牙周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岗位胜任力调查表,包括专业知识(6个条

目)、专业技术(9个条目)、专业能力(5个条目)和个

人素质(5个条目)4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5级

评分法,能力从小到大依次赋于0~5分,总分125
分。根据总分评估岗位胜任力层次,不合格:<70分;

及格:71~84分;一般:85~99分;良好:100~110分;

优秀:≥111分。调查表总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3。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表以电子二维码形式发放给各医院规范化

培训教学秘书。各规范化培训学员通过手机微信扫

描二维码完成调查。共收回287份问卷,剔除无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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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份,有效问卷284份,有效回收率达94.67%。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经检验,本
研究中的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故用x±
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得

分情况

25个条目中,仅16条(64%)的条目得分大于4
分,而6条(24%)条目得分小于3分(不及格);得分

后5位的条目依次是专业技术维度里的膜龈手术、引
导性组织再生术、牙冠延长术、翻瓣术及专业能力维

度里的科研思维能力,见表1。
表1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生岗位胜任力

   各维度得分(n=284)

项目 条目 得分(x±s,分)

专业知识 牙周病分类 4.34±0.89

牙周病的病因 4.26±0.78

牙周病的主要症状 4.35±0.76

牙龈炎的诊断 4.47±0.35

牙周炎的诊断 4.18±0.45

牙周病危险因素评估 3.05±0.78

专业技术 龈上洁治术 4.53±0.74

龈下刮治术和根面平整术 3.85±0.87

松牙固定术 4.23±0.74

牙合治疗 4.25±0.53

牙龈切除术 2.24±0.42

翻瓣术 2.16±0.24

引导性组织再生术 1.51±0.34

牙冠延长术 2.11±0.26

膜龈手术 1.01±0.47

专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4.32±0.32

文献查阅能力 4.05±0.37

知识更新能力 4.01±0.36

临床思辨能力 3.16±0.28

科研思维能力 1.27±0.39

个人素质 职业责任 4.67±0.54

职业道德 4.61±0.43

压力缓解能力 4.74±0.87

医患沟通与交流 4.43±0.92

自信力 4.34±0.79

2.2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单

因素分析结果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岗位胜任力

调查表总均分为(87.94±14.60)分,不同年龄、学历、

规范化培训时间、工作年限、带教方式满意度及考核

方式满意度的学员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表2  影响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的

   单因素分析

项目 n 总分(x±s) t/F P

性别 1.2415 0.215
 

4

 男 153 86.94±15.48

 女 131 89.12±13.85

年龄 2.0814 0.038
 

3

 ≤25岁 165 86.54±17.87

 >25岁 119 89.89±16.67

学历 13.250 <0.000
 

1

 专科 86 81.42±17.56

 本科 130 88.34±16.89

 研究生 68 95.43±15.67

规范化培训时间 33.380 <0.000
 

1

 <3个月 67 74.52±14.37

 3~6个月 105 88.27±18.45

 >6个月 112 95.65±16.39

工作年限 2.3822 0.017
 

9

 ≤2年 117 85.04±18.65

 >2年 167 89.98±16.11

所在医院等级 1.1677 0.243
 

9

 三级甲等 187 88.64±14.32

 三级乙等 97 86.60±13.24

所在医院类型 0.9014 0.368
 

2

 综合性医院 176 87.31±14.40

 专科医院 108 88.98±16.32

带教方式满意度 23.200 <0.000
 

1

 不满意 64 73.26±16.89

 一般 90 89.31±15.74

 比较满意 74 93.74±17.87

 非常满意 56 94.87±15.76

考核方式满意度 24.170 <0.000
 

1

 不满意 67 76.54±14.59

 一般 94 85.56±15.78

 比较满意 66 95.94±14.72

 非常满意 57 96.02±16.40

2.3 影响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

力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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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岗位胜任力调查

表总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

示:学历、带教方式满意度、规范化培训时间和考核方

式满意度是影响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

位胜任力的主要影响因子。见表3、4。
表3  变量赋值

项目 赋值

学历 专科=1;本科=2;研究生=3

规范化培训时间 <3个月=1;3~6个月=2;>6个月=3

带教方式满意度 不满意=1;一般=2;较满意=3;非常满意=4

考核方式满意度 不满意=1;一般=2;较满意=3;非常满意=4

表4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生岗位胜任力线性

   回归分析(n=284)

变量 β SE t P β'

截距 57.298 11.487 6.234 <0.000
 

1 -

学历 0.658 0.141 4.654 <0.000
 

1 0.426

规范化培训时间 -2.535 0.271 -9.354 <0.000
 

1 -0.816

带教方式满意度 -1.943 0.134 -14.483 <0.000
 

1 -1.211

考核方式满意度 0.221 0.051 4.330 0.001
 

0 0.493

  注:R2=0.7312,调整R2=0.6882,F=17.000,P<0.000
 

1。

3 讨  论

3.1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胜任力现状

本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牙周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调查表总均分为(87.94±
14.60)分,总体水平一般,学员对各维度知识掌握程

度参差不齐,部分条目存在明显不足。(1)专业技术

维度,学员牙龈切除术、翻瓣术、引导性组织再生术、

牙冠延长术及膜龈手术得分低,甚至不及格;这与目

前山东省三级医院牙周病的诊治水平普遍偏低有关,

很多医院,即使是三甲医院,牙周科仍然未从口腔内

科中分离出来,仍然是牙体牙髓病科的附属,牙周病

的治疗仍然停滞在龈上洁治[2],牙周手术极少开展,

甚至从未开展[6];临床亦普遍缺少牙周病方向的专科

医生,牙周病学事业仍任重道远。张艳玲等[6]对在北

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116
名学员行回顾性问卷调查发现,56.9%的学员未在临

床实习中进行过牙周手工洁治。(2)专业能力维度,

科研思维能力得分低,这更加说明牙周工作在临床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科研思维的临床工作只是麻木

的机械重复,牙周规范化培训带教医师不仅要提高自

身临床科研思维能力,也要注意培养规范化培训学员

的科研思维能力,言传身教,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

动性[6],定期查看国内外牙周方面的科研论著,定期

进行科室内部学术讨论,有序开展牙周病临床试验,
让规范化培训学员参与进来、学得进去、走得出来,掌
握牙周病学的临床科研方法。

3.2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胜任力的影响

因素

本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岗位胜任力总得分高于男

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41
 

5,P=0.215
 

4)。
牙周病是细菌感染性疾病,牙菌斑是主要致病因子,
机械法去除菌斑、牙石仍是牙周病的主 要 治 疗 方

法[7],这要求操作者手指灵敏有力,女性在指间精细

操作能力方面有先天性别优势,但只要勤于练习,男
性亦能胜任。不同年龄、学历、规范化培训时间、工作

年限、带教方式满意度及考核方式的学员总得分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牙周病临

床诊疗工作也需要时间的沉淀、经验的积累。值得注

意的是,本研究调查结果发现,约23.6%的学员牙周

规范化培训时间不足3个月,约37.0%的学员牙周规

范化培训时间在3~6个月,牙周规范化培训时间在

半年以上的仅有39.4%。这进一步说明山东省各规

范化培训医院对牙周科规范化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研究、制订加强和保障牙周科规范化培训的政策

已刻不容缓。培训医院牙周科规范化培训带教医生

人手不足,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负荷重,培训、考核

模式单一、枯燥。因此,亟需研究制订适合我国国情

的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考核模式。要开展

丰富多样的规范化培训内容和方式,如云课程、雨课

堂、PBL、TBL[8-10]、微信公众号[10]、微视频等;刘静波

等[11]报道,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适当增加期刊俱乐

部、病例教学和临床路径等多元化培训模式,有利于

提高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病案分析能

力、临床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要制订合理的阶

段考核计划,包括理论考试、临床实践操作、病历书写

等,要始终把临床实践操作摆在考核第一位[12-13]。陈

飞等[14]报道,在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中,
借助互联网进行线上线下教学和使用虚拟仿真病例,
可提高规范化培训学员临床操作技能。

综上,本研究调查发现山东省牙周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员牙周科岗位胜任力一般,学历、带教方

式满意度、规范化培训时间和考核方式满意度是影响

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岗位胜任力的主要

影响因子。规范化培训医院及规范化培训教师应根

据学员水平因材施教,增加牙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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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时间,丰富培训和考核方式,以提升规范化培训学

员的岗位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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