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  doi:10.3969/j.issn.1671-8348.2023.19.025
网络首发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97.R.20230606.1511.010(2023-06-06)

重庆市高端医学人才英语进阶培训项目研究*

向思舟1,2,彭清诺3,韩亚楠2,欧阳薇薇3,朱 珂2△

(1.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澳门
  

999078;2.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科教外事部,重庆
 

400020;
3.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综合部,重庆

 

400020)

  [摘要] 目的 研究需求分析-教案制作-多模式授课的医学英语培训新模式对医学英语人才继续教育的

推动效果。方法 重庆市卫生服务中心于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开展高端医学人才英语进阶培训项目,
选取参加培训的205名学员作为研究对象。于培训前调查和测试学员的基础、接受程度及实际需求,合理制订

培训计划,定制教辅资料,培训内容涵盖医疗、教学和科研3个方面。培训以学生为中心,采用情景互动式教

学、医院工作场景演练等多模式授课方式。结果 与入学考相比,学员结业考时的平均分有所提升,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合格率、高分率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机选取60名学员测试口

语,测试结果为A级17名,B级38名,C级5名,无人为D级。学员对培训的师资、培训内容、实施过程、培训

效果等方面的总体满意度为66.85%。结论 需求分析-教案制作-多模式授课的医学英语培训模式可有效推动

医学人才英语继续教育。
[关键词] 医学英语;英语培训;效果评价;出国进修;人才培养

[中图法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3)19-3025-04

  在全球卫生背景下,要全面提升卫生健康系统对

外交流与合作水平,需要培养大批“英语+医学”复合

型医学人才[1]。然而,目前医学英语培训资源匮乏,
难以适应工作岗位的持续继续教育需求[2],医学英语

继续教育面临缺乏主观能动性、应试特征明显[3],工
学矛盾突出,非脱产医学英语学习的时间、注意力和

精力受限[4],缺少实用性医学英语教材[5],专业师资

不足[6],培训结束后缺乏效果评价等突出问题[7]。重

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2020年起组织实施“高端医

学人才英语进阶培训项目”,指定11家涉外医疗服务

定点医院开展医学英语培训,且计划每年均开展培

训。本研究依托该项目,采用需求分析-教案制作-多
模式授课的医学英语培训新模式,构建适用于卫生健

康领域发展的教育模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重庆市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参加高

端医学人才英语进阶培训项目的205名医务人员为

研究对象。学员均具备大学英语六级及以上英语水

平,且为重庆市11家涉外医疗服务定点医院临床医

技科室学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通过无记名问卷了

解学员的基本情况。
1.2 方法

1.2.1 培训计划的构建

  培训前进行摸底调查,学员均需参加医护英语水

平四级考试,根据学员本次考试成绩、接受程度及实

际需求,制订培训计划。
培训师资由中教、外教共同组成,其中外教来自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语母语国家,持有国际教师资

格证书(TESOL或TEFL),且具备5年以上英语教

学经验;中教均为英语语言教育专业,取得英语专业

八级证书或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具有5年以上的英语

教学经验。
培训内容涵盖医、教、研3个方面,选取《剑桥医

学英语》《医学英语词汇学》为主,《医学英语视听说教

程》《医学专业英语》等作为辅助教材,《METS全国医

护英语水平考试大纲》《全国医护英语水平考试强化

教程4》《全国医护英语水平考试应试指南4》《METS
测试与评析(四级)》等作为考试教材。

培训以学员为中心,为学员提供问诊、查房、带教

和开展医学学术交流等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场景

经典案例,通过情景模拟演练、互动教学等方式培养

学员在真实医院工作场景中的英语能力,使其能熟练

运用英语问诊、查房、带教和开展医学学术交流,并能

达到出国进修、国际学术交流、执行国家援外任务和

涉外医疗服务等工作对英语沟通能力的要求。培训

期间均安排定期、不定期培训效果测试,根据日常教

学情况和测试结果,召开教学研讨会,及时调整培训

进度和教学方式,确保培训质量。
1.2.2 英语标准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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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标准化测试选用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dical
 

english
 

test
 

system,METS)四级考试;共有两次测

试,分别在培训初期(入学考)和培训结束时(结业考)
举行。METS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举办,面向我国医药

卫生人才的全国性专业英语考试项目,针对我国医护

专业制定英语考核与评价标准,可测评我国医药卫生

专业人才的总体素质,考试分数为百分制,≥60分为

合格[8],≥70分为高分。通过对每位学员入学考、结
业考成绩的相关参数(平均分、合格率、高分率)进行

对比,评估培训对提升学员英语水平的效果。
1.2.3 口语测试

  培训结束时对学员进行口语测试,采用“一对一”
对话交流形式考评,测试内容为英语电话咨询、英语

导医服务等。考官为英语母语者,具备医学教育和相

关工作背景。测试采取“一对一”英语面试,测试学员

需提前准备一份本专业病例,面试时全英文向主考官

介绍病例。口语测试评判标准分为 A、B、C、D级:A
级能用英语进行病例沟通,表达流利、准确;B级能用

英语进行病例沟通,部分单词或句子存在问题,但不

影响理解;C级在用英语交流病例方面表现出困难,
并在相关方面出现错误,可能会妨碍相互理解和/或

大大延长与病例有关的交流所需时间;D级无法用英

语进行有效病例沟通。
1.2.4 满意度调查

  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从师资、培训内容、培
训方式、培训效果4个维度,调查学员对本次培训的

满意度。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数据采集与后台统

计运算。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

频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学员基本情况

  学员的性别、学历、职称、人员类别、职务和是否

承担带教等基本情况,见表1。
2.2 培训前后 METS四级考试情况

  共198名学员参加入学考,155名学员参加结业

考。与入学考相比,学员结业考时成绩有所提升,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合格率、高分率均有提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口语测试结果

  共随机选取60名学员测试,测试结果为A级17
名,B级38名,C级5名,无人为D级。
2.4 满意度调查结果

  收到有效问卷184份。
师资评价方面,57.07%(105/184)的学员对任课

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非常满意,35.33%(65/184)的

学员为满意。55.43%(102/184)的学员对任课老师

的教学能力非常满意,37.50%(69/184)的学员为

满意。
培训内容方面,36.96%(68/184)的学员对课程

所使用的英文系列教材、教辅资料评价非常满意,
47.83%(88/184)的学员为满意。48.37%(89/184)
的学员认为本次培训课程的教学目标 非 常 明 确,
40.76%(75/184)的 学 员 认 为 比 较 明 确。55.98%
(103/184)的学员认为本次培训教学内容非常实用,
40.22%(74/184)的学员认为实用。

表1  高端医学人才英语进阶培训项目学员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n)
百分比

(%)
项目

人数

(n)
百分比

(%)

性别 职称

 男 68 36.96  正高 20 10.87

 女 116 63.04  副高 61 33.15

学历  中级 81 44.02

 博士研究生 86 46.74  初级 22 11.96

 硕士研究生 90 48.91 人员类别

 本科生 8 4.35  医疗 139 75.54

职务  护理 14 7.61

 科室主任 7 3.8  医技 24 13.04

 科室副主任 14 7.61  药学 4 2.17

 护士长 2 1.09  行政 3 1.63

 临床医生 133 72.28 是否承担带教

 护士 9 4.89  是 153 83.15

 其他 24 13.04  否 31 16.85

表2  培训前后 METS四级考试情况

项目 n 成绩(x±s,分)
合格率

[n(%)]
高分率

[n(%)]

入学考 198 56.70±9.07 80(40.40) 25(12.63)

结业考 155 59.98±9.98 86(55.48) 33(21.29)

t/χ2 -3.20 7.94 4.75

P >0.05 <0.05 <0.05

  培训实施过程方面,38.59%(71/184)的学员认

为本次培训教学进度安排非常合理,50.00%(92/
184)的学员认为比较合理。35.33%(65/184)的学员

认为本次培训课程教学形式非常丰富,47.83%(88/
184)的学员认为比较丰富。激发学员学习兴趣和热

情方面,43.48%(80/184)的学员认为做得非常好,
40.22%(74/184)的学员认为做得比较好。

培训效果方面,70.11%(129/184)的学员认为本

次培训后阅读英文文献比较轻松;44.57%(82/184)
的学员认为培训后英语听力水平能达到基本理解症

状描述及治疗要求;50.00%(92/184)的学员认为培

训后 口 语 水 平 能 达 到 简 单 讲 解 治 疗 方 案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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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2%(81/184)的学员认为培训后能和外国患者进

行流畅的口语沟通;41.30%(76/184)的学员认为培

训后能够书写简单的门诊病例;38.04%(70/184)的
学员认为通过培训,自己提升最大的英语能力是口

语。学员对于本次培训的总体满意度为66.85%
(123/184)。
3 讨  论

  通过为期1年(200个学时)的高端医学人才英语

进阶培训项目,学员 METS四级考试的平均分、合格

率和高分率较培训前均有提升。口语测试结果显示,
91.67%(55/60)的学员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进行医疗

问诊、查房、带教及开展医学学术交流,达到出国进

修、国际学术交流、执行国家援外任务和涉外医疗服

务等工作对英语能力的要求。70.00%(42/60)的学

员经过培训可以较轻松地阅读英文文献,听力水平、
口语水平及病历书写等方面明显进步。
3.1 优秀师资是高质量教学的重要因素

  在满意度调查中,大多数学员对培训师资专业水

平知识和教学能力都表示满意。重庆市卫生服务中

心指定培训二部5名专职工作人员担任培训班班主

任,全程承担培训组织、教学、管理及服务工作,确保

培训有序进行。培训师资长期从事高级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英语培训管理工作,熟悉医疗卫生机构与培训

对象需求,教学管理经验丰富,是具有10年以上医学

英语教学经验专业教师,是从事医院临床工作经历的

医生;既有具有海外留学经历,长期担任重庆市卫生

健康委对外交流活动的翻译,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
重庆市卫生系统国际交流项目选拔面试评委;此外,
还邀请了从事中国援外医疗队、重庆市中青年医学高

端人才培养项目、重庆市卫生系统公派出国储备人员

英语培训等项目的医学英语教学专业人员参与培训

教学和管理工作。
3.2 科学合理教辅资料是高质量教学的重要保证

  医学英语专业性较强,词汇较为冗长,信息容量

大,具有外来词多、缩写词多、以人名命名病种或技术

的情况普遍、时态多变、被动语态多、长句多且语法结

构复杂等特点,这使得医学英语学习难度大、效果不

理想,医学英语知识难以掌握[9]。因此,医学英语教

材和教辅资料是医学人才开展医学英语继续教育的

重要媒介。本研究中使用的教材实用性强且内容涵

盖医疗、教学和科研3个方面[10-11]。医疗包括问诊、
病历书写、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治疗方案等常用诊

疗过程;教学方面包括教学查房、小讲课、疑难病例讨

论、技能操作讲解等;科研方面包括论文写作、学术报

告、学术交流等。本研究中所用教材医学英语资源和

学习途径多,难度相当,实用性强,更利于持续性长久

学习。因此,学员对所使用的英文系列教材、教辅资

料评价中满意度较高。
3.3 制订适时教学模式是高质量教学的重要手段

  在培训前,培训中心书面测试学员的基础、接受

程度及实际需求,制订本班培训计划;培训期间,定期

安排小考核,培训课程过半安排中期测试,针对测试

情况与学员、教师进行多方沟通,及时调整培训进度,
确保教学质量。本研究采用需求分析-教案制作-多模

式授课的医学英语培训模式,告别以教师课堂授课为

主、学生适当参与、教学内容偏向应试教育的传统模

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增加案例教学[12]、情景互动式

教学活动,增设医院工作场景的情景演练[13]、小组讨

论等多模式授课方式[14]。因此,学员对本次培训课程

教学形式和教学进度满意度均较高。此外,本次培训

模式中增加强制性英语学习和考核制度,提高了学员

学习的积极性。
3.4 建议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开展高质量医学英语教

育的重要保证。本次培训的中教和外教均熟悉教学

内容,能活跃课堂气氛,课堂教学有活力且富有感染

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外教课堂上,外教英语语言

能力虽强,但缺乏在国内医院的临床工作经历,建议

外教和中教之间加强沟通交流,以更好地衔接课程内

容[15]。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并探寻医学英语师

资培训模式是医学英语教学质量建设的重中之重,目
前重庆市医学英语师资短缺,其培养模式仍有待探

寻。(2)结合专业特色,有针对性地开设医学英语培

训课程。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医学专业英语实践,覆盖

面广,但针对性不足,忽视了医学的多学科特点。教

学内容应划分专业、区分科室,建议根据具体专业制

订实用的培训计划,避免使用同一本教材。以口腔专

业为例,如教材内容以临床医学为主,则会忽略口腔

专业英语的学习,实际应用效果受限。因此,建议单

独开设护理专业、药学专业、急救专业等专科英语

培训。
本研究深入了解重庆市医学人才医学英语继续

教育现状及其问题,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为健全医

学英语继续教育制度,落实医学英语继续教育政策,
开展了高端医学人才英语进阶培训项目。采用需求

分析-教案制作-多模式授课的医学英语培训模式,学
员医学英语多方面能力得到提升,有助于推动医学人

才英语继续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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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存在感对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线上学习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徐 萍,刘燕玲

(江西科技学院医学院,南昌
 

330098)

  [摘要] 目的 研究教学存在感对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线上学习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

法,抽取2021年9月至2022年12月该校护理学专业本科生360名作为调研对象。采用在线学习满意度量表

及教学存在感量表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与教学存在感的相关性。结

果 护理学专业本科生的在线学习满意度总分为(107.14±11.57)分,女生教师因素的满意度评分高于男生

(P<0.05),大学三年级学生教师因素、环境因素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大学二年级学生(P<0.05),
农村生源地学生教师因素、课程因素、环境因素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评分低于其他生源地学生(P<0.05),其

他各变量间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学生的教学存在感总分为(36.47±4.23)分,女生的指导

感评分高于男生(P<0.05),其他各变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学存在感各维度均能正向预测学

生学习满意度(R2=0.336,P<0.05)。结论 护理学本科学生在线学习满意度中等,可通过多途径措施优化,
提高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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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持续建设和发展,在线教学、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已逐步成为高校教学新常态。2022年9
月,国家教育部文件指出,将持续加强线上教育教学

管理,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切实解决线上教

学中存在的重复建设、形式单一、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1]。学生线上学习满意度是指学生对在线教学实

施结果相对于教学期望做出的综合价值评价[2]。研

究发现,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会影响学习效果,是否满

意是评价网上学习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3-5]。网上学

习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习者再次选择网

上学习形式的意愿,也说明了学习者对网上学习心得

体会的满意程度[6]。教学存在感是指在线教学活动

中,学生对教师角色的感知及情感体验,其本质是学

生在教师“离场”时对教师角色的“真实感”体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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