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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迷你临床演练评估在呼吸内科临床
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苏奕亮!金晓燕

摘!要!为探讨!"#联合迷你临床演练评估在呼吸内科临床实习中的应用效果及

价值!本文选取$%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呼吸内科实习"%&%%年

'月至%&%$年(月#的医学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取

传统教学方法!实验组采取传统教学)!"#)*+,+-!./的教学方式$实习结束后

对$%名实习医师进行出科考核!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实习医师 *+,+-!./各项评

估项目成绩逐渐提高!指导医师和实习医师对*+,+-!./考核满意度均超过'&0$

实验组的实习医师在出科考试中的操作技能成绩%病历撰写成绩都显著高于对照

组!实验组的实习医师对教学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相比传统教学方法!!"#联

合*+,+-!./能够有效提高医学生呼吸内科临床实习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满意度!

这值得在医学生呼吸内科临床实习中进行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基于案例的学习&迷你临床演练评估&呼吸内科&临床实习

$!引言

基于案例的学习!!123-"1234#315,+,67!"#"是从基于问题的学习!859:;3<-"1234

#315,+,678"#"模式发展而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是以案例作为基础#设计与案例相关的问

题#启发引导学生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讨论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法$!"#在医学生中的应用主

要依据临床病例#通过讨论的形式引导医学生解决临床病例的实际问题%(&$迷你临床演练

评估!*+,+!;+,+=1;.>1;?1@+9,.A35=+23#*+,+-!./"是(''B年由美国内科医学会在临床演

练评估!!;+,+=1;.>1;?1@+9,.A35=+23#!./"基础上简化发展而来的测评方法#它一般被用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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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试者的临床技能进行评估#是一种通过教师的直接观察和即时反馈#帮助受试者提高临

床实践综合能力的临床教学方法%%&$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将*+,+-!./方法用于医学生和住

院医师的临床教学和评估%E$&#%&&B年#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医药大学陈伟德教授率先将

*+,+-!./评估方法引入国内$目前#众多国内教学医院和医学院也在较大范围地应用

*+,+-!./#并且%&%%年版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活动指南,更是推荐将*+,+-!./应

用于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中$临床实习是医学生从纯理论学习向实际临床实践过渡的重

要阶段#也是医学教育从理论授课向临床技能培养的过渡阶段$呼吸系统疾病在内科学中

所占比例大#病种纷繁复杂#其中较多病种在我国为高发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对社会经济造成负担$因此#医学生在临床实习阶段做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至关

重要$在传统的临床实习带教基础上#我们已尝试过分别将!"#和*+,+-!./应用于呼吸

内科医学本科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和评估中#应用效果良好$本研究试图探究!"#联合

*+,+-!./在呼吸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以便为进一步推广!"#联合*+,+-!./
在医学本科生呼吸系统疾病教学中的应用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撑$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年'月至%&%$年(月期间在呼吸内科实习的医学本科生$%名#其中

%&(M级本科生%%名-%&(D级本科生%&名#男生%(名-女生%(名#平均年龄!%%GB$P&GD("

岁$他们均已完成基础课程以及内外妇儿临床课程的理论学习$这些学生在呼吸内科临床

实习的周期为$周$在入科后我们对$%名实习医师就该项研究进行了充分告知#实习医师

在充分考虑后自愿参加此项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随后#我们将这$%名实习医师通过

电脑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名#其中男生((名-女生(&名#平均年龄!%%GE%P&GM'"岁(

对照组%(名#其中男生((名-女生(&名#平均年龄!%%GLEP&GDE"岁$两组实习医师的性

别和年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G&B"#研究流程如图(所示$

图#!研究流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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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G%G(!对照组

根据临床实习大纲的要求#在理论层面#实习医师需要掌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

哮喘-支气管扩张症-肺部感染性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病理生理-治疗等

内容$在实践操作层面#实习医师需要掌握胸部查体-/胸片读片-胸膜腔穿刺等操作技能$

对照组的教学采取传统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查房-小讲课-病例讨论等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实

习医师进行带教#并安排实习医师学习全流程的医疗管理#从收治患者开始#直至患者出院$

%G%G%!实验组

实验组的教学除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外#每周还会进行一次!"#教学!!"#教学以临

床病例为基础"$同时每周进行一次*+,+-!./考核#每次*+,+-!./考核由一名经过培训

的呼吸内科主治医师担任指导医师#从病房随机抽取住院患者作为实习医师临床演练的对

象$先由实习医师填写*+,+-!./评分表#包括指导医师姓名-日期-实习医师姓名-入学年

份-考核地点-患者简单情况等信息$实习医师填好表格后交给指导医师#然后在指导医师

的直接观察下#由实习医师对患者进行诊疗工作#包括自我介绍-面谈-体格检查等医疗工

作$每位实习医师被直接观察的时间为(B"%&分钟#指导医师对考生进行建设性反馈和指

导的时间为B"(&分钟$!"#和*+,+-!./所涉及的病种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

哮喘-社区获得性肺炎-支气管扩张症-间质性肺疾病-结节病-肺曲霉病-肺隐球菌病-肺动

脉高压-肺栓塞-肺癌-肺结核等$

%G%GE!*+,+-!./评分表

*+,+-!./评分表先包括M项评估指标#分别为医疗面谈-体格检查-沟通技能-临床判

断-人文关怀-组织效能及整体表现$评级采用'级制##.$级表示实习医师在该评估指

标中的表现未达到合格的医疗要求(%.&级表示实习医师在该评估指标中的表现达到合

格的医疗要求('.(级表示实习医师在该评估指标中的表现优秀$满意度评级也采用'
级制##.$级表示不满意(%.&级表示基本满意('.(级表示非常满意$评分表还包

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初诊/复诊-日期-考核地点-临床诊断-病情复杂程度等就诊信息#

以及直接观察时间-反馈时间-指导医师对评估的满意度-实习医师对评估的满意度和指导

医师评语等信息#评分表内容详见附件$

%G%G$!师资培训

选取$名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作为*+,+-!./的考核教师#对这$名考核教师定期进行

统一培训#以确保每一位考核教师对 *+,+-!./的应用方法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这$名

考核教师负责实习医师在呼吸内科轮转期间的所有 *+,+-!./考核#并保证不同实习医师

参加*+,+-!./考核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从而使*+,+-!./考核更加科学-规范和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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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实验组中的每位实习医师在*+,+-!./考核中的具体表现#包括在医疗面谈-

体格检查-沟通技能-临床判断-人文关怀-组织效能及整体表现等M个指标上的得分#并记
录直接观察时间-指导医师反馈用时以及指导医师和实习医师对 *+,+-!./考核的满意度
!包括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在$周实习结束后#对$%名实习医师进行出科考核#考核项
目包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病历撰写#每项考核成绩均为(&&分#总分为E&&分$此外#组
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实习医师分别进行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选项分为很满意-满意-不满
意#总满意度是很满意与满意所占百分比之和$

!!!"%!统计方法

使用J8JJ%DG&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P"表示#组间比较使用#检验#组间
满意率比较使用!%检验$!#&G&B时表示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考核结果

实验组%(名实习医师和$名考核教师共完成D$次*+,+-!./考核#%(名实习医师的$
次*+,+-!./考核结果如表(所示$从结果来看#*+,+-!./各项评估指标成绩从第(次到
第$次呈逐渐增高趋势#逐次成绩两两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B"#但末次 *+,+-
!./各项评估指标的成绩显著高于初次!!#&G&("$

表#!!#名实习医师的&'(')*+,考核结果

第(次 第%次 第E次 第$次
第(次与第$次
差异检验#值 !值

医疗面谈 $G$P(G% $GMP(G% BG&P(G( BG%P(G( EG'( #&G&&(
体格检查 $G%P(G( $GBP(G% $G'P(G% BG(P(G% $GE' #&G&&(
沟通技能 $G(P(GE $G$P(G% $GMP(GE BGEP(G% LG(' #&G&&(
临床判断 $G%P(G( $GBP(G( $G'P(GE BG%P(G( BG%E #&G&&(
人文关怀 $G(P(G( $G$P(G( $G'P(G( BGEP(G% LGEE #&G&&(
组织效能 $GEP(GE $GLP(G( BG&P(GE BG%P(GE BGE$ #&G&&(
整体表现 $GEP(G% $GBP(G% BG&P(G% BG%P(G% $GMB #&G&&(

!!$"!!指导医师和实习医师对&'(')*+,考核的评价

*+,+-!./考核平均用时为!(DG%P(GD"分钟#指导医师的反馈平均用时为!DG%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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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指导医师和实习医师对D$次*+,+-!./考核的满意度均超过'&0#结果详见表%$

表!!指导医师和实习医师对-%次&'(')*+,的考核满意度

("E!不满意" $"B!基本满意" L"'!非常满意"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次数 百分比

指导医师 L MG( $M BLG& E( ELG'
实习医师 $ $GD $D BMG( E% EDG(

!!$"$!两组实习医师的出科考核成绩比较

两组实习医师的出科考核成绩如表E所示#实验组实习医师的操作技能成绩-病历撰写
成绩都显著高于对照组!!#&G&("#但两组在理论考试成绩方面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G&B"$

表$!两组实习医师出科考核成绩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值 !值

理论考试成绩 DDG%$P$GB( DMGBLPEGM% &G$B &GD(%
操作技能成绩 DEG$'PEGB% MMGMLPEGDD LGB(E #&G&&(
病历撰写成绩 DDGL(PEG$E D(G$DPEGM& DGE%M #&G&&(

!!$"%!两组实习医师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

两组实习医师对教学的满意度评价结果如表$所示#实验组实习医师的教学满意度显
著高于对照组!!#&G&B"$

表%!两组实习医师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 !值

很满意人数!百分比" '!$%GDL" E!($G%'"
满意人数!百分比" ((!B%GED" ($!LLGLM"
不满意人数!百分比" (!$GML" $!('G&B"
总满意度 'BG%$ D&G'B BG$E &G&E%

'!讨论

医学生的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医学生将医学理论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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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临床实践能力的重要阶段#在实习医师收治患者-病史采集-病历撰写-完善检查-鉴

别诊断-制订诊疗计划等过程中#都需要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予以相应的指导$但实际上#

由于种种原因#临床带教医师很少观察医学生实习期间的临床工作$豪利!K9Q;3C"等%B&在

('''年.%&&(年期间对E'M名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B(0
的医学生在病史采集时未曾被教师直接观察过#D(0的医学生在进行完整的体格检查时未

曾被教师直接观察过#L&0的医学生在进行完整的体格检查时未曾被住院医师直接观察过$

国内医学生临床实习目前也存在类似问题#卢书明等%L&对(L所医学院校-B'E名临床教师及

(&DL名实习医师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BMGD0的教师对医学生临床实习表现不满意$带教

临床教师认为实习医师存在临床基础知识不扎实-动手能力差-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差

等问题$$MG'0的实习医师认为临床实习效果较差#无论是带教的临床教师还是实习的医

师都比较喜欢8"#-!"#及模拟教学法$宋殿荣等%M&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天津市B家医院
的$%&名实习医师-(EM名带教教师-EM名教学管理人员和($D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DLG'0的带教教师表示愿意参与临床带教工作#但他们在具体的带教教学过程中还存

在很多不足$如有MBGM0的实习医师认为带教教师会经常认真修改学生书写的病历#

L$GE0的实习医师认为带教教师经常指导其临床操作#%'G%0的实习医师认为带教教师能

够有计划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机会$因临床带教医师日常要完成病房-急诊-门诊-科研-

教学等多方面工作#工作强度大#缺少时间对实习医师在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医患沟通-人

文关怀等各方面等进行完整的直接观察$此外#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往往病情较为严重#疾

病发展瞬息万变#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临床医师对实习医师进行充分的临床带教$

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R==534+@1@+9,!9?,=+;S95T514?1@3*34+=1;.4?=1@+9,#

R!T*."在('''年设计了以获得临床胜任力为最终培训目标的医学教育构架#并提出合格

的住院医师应具备以下L个方面的核心胜任力%D&')病患照顾(*医学知识(+基于实践的
学习和提高(,人际交往与沟通技巧(-职业精神(.基于医疗系统的执业能力$我国住院

医师核心胜任力也包括L个方面')职业素养(*知识技能(+病人照护(,沟通合作(-教

学能力(.终身学习$*+,+-!./评分表包括的M项评估指标与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

提出的合格住院医师应具备的核心胜任力培训目标以及我国住院医师核心胜任力培训目标

基本一致$

国内外相关研究证明 *+,+-!./考核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德宁!U?5,+,6"等%'&对

美国俄亥俄州V5+6F@-81@@3529,医学中心的%E名一年级住院医师进行*+,+-!./考核#将

*+,+-!./考核成绩与美国内科学会的月度评估表!*.W"成绩以及美国医师学会/美国内

科学会的培训考试!XY."成绩进行比较#(L%次的 *+,+-!./考核信度为&G'&#部分 *+,+-
!./评估指标与*.W及XY.的效度范围为&GB'"&GD($科根!Z961,"等%(&&通过文献检

索筛选出BB种教学评估方法#其中针对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教学评估方法有E%种#针对

医学生的有%(种#对比发现*+,+-!./考核是评价医学生临床技能效度的最佳方法$!F3,
等%((&制作了E个临床场景#由(名住院医师对(名标准化病人完成诊疗工作#并进行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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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ED名带教医师观看录像并对*+,+-!./各个指标进行评分#并至少间隔E周进行第二

次评分#结果发现*+,+-!./考核各项内容的信度处于&G'%"&G'M$可见#已有关于*+,+-

!./考核方法的研究与我们所取得的研究结果一致#它是一种有效改善临床医师实习效

果-促进带教医生教学效果的规范方法$

医学生在呼吸内科实习期间#教学大纲要求掌握的疾病在呼吸内科病房里未必都能见

到#为了让医学生能尽快牢固掌握这些疾病#我们需要应用!"#的教学方法$!"#的本质
是病例分析#着重于培养医学生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E&$教师为医学生提供真实的临床
场景#并围绕临床场景为医学生设计相关问题#启发医学生围绕问题整合学过的医学知识在

小组内展开讨论#进行分析和推理#最终解决临床问题$临床医师在进行!"#教学前需针

对大纲要求掌握的疾病种类积累足够数量的临床病例#并花费大量时间针对临床病例设计

一系列能够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但这可能会导致部分医学生对学习缺乏足够的主观能动

性和热情$*+,+-!./考核不会受到时间和场地限制#医学生处在考核的核心地位#在被直

接观察期间#医学生需要独立完成从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到制订诊疗方案的全部工作内容#

教师纯粹是一个观察者$*+,+-!./考核能较好地调动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且考核时间较

短!%&.E&分钟"#易于操作#考核的内容也比较全面#能同时起到教学和评价的双重作用$

在实习医师对患者进行诊疗后#教师还能够即刻对其进行反馈和评价#这种)实时反馈*的模

式使得实习医师能够及时认识到自己目前的知识缺陷#从而有的放矢地加以夯实$教师反
馈阶段本质上是)一对一教学*#能够给实习医师留下深刻印象#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实验组%(名实习医师*+,+-!./各项评估指标的成绩随着考核次

数的增多#逐渐提高$而且#指导医师和实习医师对*+,+-!./考核满意度均超过'&0$此

外#实验组实习医师在出科考试中的操作技能成绩-病历撰写成绩都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

组实习医师对教学的满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教学和*+,+-!./考核有较好的

互补性#两者联合使用能够更好地提高医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满意度$

本研究虽然很好地证明了*+,+-!./考核的有效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参

与研究的实习医师的临床能力-医学理论水平-已参加过的实习科室等可能都存在差异#很

难在他们进入呼吸科实习时对这些基础或背景进行非常客观且全面的评估#这可能成为影

响最终研究结果的干扰因素$第二#尽管我们选取了$名呼吸内科主治医师固定作为*+,+-

!./的考核教师#并对他们定期进行统一培训#尽量保证评价标准的一致性和公正性#但考

核结果仍有可能会受到考核教师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也可能成为影响最终研究结果的干扰

因素$第三#本研究对实验组实习医学生采取)传统教学)!"#)*+,+-!./*的教学方式#

但对照组的实习医学生只体验了规范的传统教学#包括教学查房-小讲课-病例讨论等#这对

于对照组的实习医师来说可能存在不够公平的伦理问题$因此#在下一个实习轮转科室#我

们会将两组医学生对换分组#以保证学生受教育的公平性$第四#实验组!"#教学)*+,+-

!./考核客观上延长了教学时间#这可能会成为影响最终研究结果的干扰因素$因此#未

来的研究可以尝试让对照组接受传统教学#实验组仅接受!"#教学)*+,+-!./考核#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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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验证!"#联合*+,+-!./在呼吸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结语

相比传统教学方法#将!"#教学和*+,+-!./考核联合应用在医学生呼吸内科的临床

实习过程中#能够有效提高医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效果和教学满意度#加深实习医师对呼吸

系统疾病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联合 *+,+-!./的教学模式耗时少#方便实施#值得在

各种临床实习中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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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实习医师的=+-+37>?评分表

指导医师'!!!!!!日期'!!!!
实习医师'!!!!!!入学年份'!!!!
考核地点'$门诊!$住院!$急诊!$其他!!!!
患者姓名'!!!!!!性别'$男!$女!!年龄'!!!!

$初诊!$复诊

临床诊断' !
病情复杂程度'$低!$中!$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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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表现优秀

医疗面谈 !$未观察" #!/!$ %!0!& '!1!(
体格检查 !$未观察" #!/!$ %!0!& '!1!(
沟通技能 !$未观察" #!/!$ %!0!& '!1!(
临床判断 !$未观察" #!/!$ %!0!& '!1!(
人文关怀 !$未观察" #!/!$ %!0!& '!1!(
组织效能 !$未观察" #!/!$ %!0!& '!1!(
整体表现 !$未观察" #!/!$ %!0!& '!1!(

!!直接观察时间'!!!!分钟!反馈时间'!!!!分钟

指导医师的满意度'!!低!#!/!$!%!0!&!'!1!(!高

实习医师的满意度'!!低!#!/!$!%!0!&!'!1!(!高

指导医师评语' !
实习医师签名'!!!!!!指导医师签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