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不同性别'不同组别
IZ<<6

量表和问题
#

'

$

得分情况比较!

!,"

(分"

项目
%

总分
学生

对学习的知觉

学生

对教师的知觉

学生对学术的

自我知觉

学生

对环境的知觉

学生

对社交的知觉
问题

#

问题
$

性别

#

男
&A #@&(?$,$&(%+ %%($+,?($& %$($&,?(#% $%(%@,@(&# %+("$,>(&+ $"(@#,@("# %(?","($? %(>&,"("($@

#

女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别

#

试验组
>$ #&#($?,$A($% #@&($&,$?(@$ #@?(%%,$>(@& #@?(&A,$A(#% #@&(%@,$&(%$ #@%($?,$%(#" %(?$,"($A %(>A,"($+

#

对照组
&+ #%A(#@,$$(&# #%$("+,$%(#? #%@($#,$"($#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

试验组不同性别内部评估结果比较!

!,"

(分"

性别
%

总分 老师充足率 设备充足率 时间充足率 自我满意度
临床技能改善

情况的自我评估

男
%# @($%,"(&A @($&,"(&? @($+,"(># @($&,"(?# @("+,"(@A @($%,"(>+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方法
#

通过内部评估和医学教育环境测量工具

$

IZ<<6

%来评估医学生对于课程的意见和满意度"以多选题

$

6[dO

%测试的形式来评估讨论会对提高医学生临床知识理

解程度的效能!

!($(!

#

IZ<<6

量表评估医学生对于课程的意见和满意度
#

IZ<<6

量表由多个问题项目组成"评分标准为每项
"

!

@

分

$

"

分强烈反对&

#

分不同意&

$

分不确定&

%

分同意&

@

分非常同

意%"总分层次标准'

"

!

&"

分为教育环境非常差"

&#

!

#""

分为

教育环境存在诸多问题"

#"#

!

#&"

分为教育环境较好"

#&#

!

$""

分为教育环境非常好!大体上
IZ<<6

量表包含
&

个分

量表'$

#

%学生对学习的知觉$

#$

项"满分
@A

分%#$

$

%学生对教

师的知觉$

##

项"满分
@@

分%#$

%

%学生对学术的自我知觉$

A

项"满分
%$

分%#$

@

%学生对环境的知觉$满分
@A

分%#$

&

%学生

对社交的知觉$满分
$A

分%#要求
#$>

名医学生在线填写

IZ<<6

问题表"其中附加两个问题$问题
#

'是否认为该课程

有利于临床技能提升0 问题
$

'是否愿意将该课程推荐给其他

学生0 每题同样设置
"

!

@

分"标准同上%!

!($(#

#

内部评估
#

内部评估问卷是针对情景模拟过程进行的

评估"其由
&

项组成'每个情景老师充足率&设备充足率&时间

充足率&自我满意度&参与者临床技能改善情况的自我评估"每

项分值
#

!

&

分$最高分
&

分为非常满意%!

!($($

#

6[dO

测试评估讨论会对提高医学生临床知识理解程

度的效能
#

分别在讨论会开始前&完成后要求两组医学生在

>"172

内完成一套复杂的多选测试题$

$"

个多选题"满分
#""

分%"每题含
#

个错误答案和
%

个正确答案!

!(%

#

统计学处理
#

通过克朗巴哈系数$

[0J2S/ELfO

"

%分析

IZ<<6

&内部评估的可靠性"采用
)*))#+("

软件对所有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

表示"比较采用
8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IZ<<6

量表评估结果分析
#

$

#

%

IZ<<6

量表实际发

放
#$>

份"有效回收
#$#

份"收回率
+>("'

$其中
>$

份来自试

验组"

&+

份来自对照组%#$

$

%

IZ<<6

量表 评 估 总 分 为

$

#@?(%>,$>(#$

%分"分 量 表 中 学 生 对 学 习 的 知 觉 得 分

$

%@(@?,?(%"

%分&学生对教师的知觉得分$

%#(@",?(&+

%分&

学生对学术的自我知觉得分$

$%(#$,@(?>

%分&学生对环境的

知觉得分$

%A(#",?(%$

%分&学生对社交的知觉得分$

%A(#",

?(%$

%分!问题中是否认为该课程有利于临床技能提升得分

$

%(>>,"(%&

%分&是否愿意将该课程推荐给其他学生得分

$

%(&+,"(%>

%分!

#(#

#

IZ<<6

量表"问题
#

&

$

在两组间及不同性别间得分结

果比较
#

$

#

%通过信度分析"

[0J2S/ELfO

"

为
"(+%

"这表明

IZ<<6

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

$

%不同性别间得分情况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即性别并不影响
IZ<<6

量表总得分和分量表

得分情况%"

#

$

"("&

#$

%

%

IZ<<6

量表总分&学生对学习的知

觉&学生对教师的知觉和学生对学术的自我知觉"试验组得分

均高于对照组$

#

!

"("&

%"且试验组问题
#

&

$

得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

!

"("&

%!见表
$

!

#($

#

内部评估结果
#

$

#

%试验组
>@

名医学生$男生
%#

名"女

生
%%

名"

#

$

"("&

%参与内部评估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实发
>@

份"有效回收
>@

份"回收率
#""'

#$

$

%通过信度分析"

[0J25

S/ELfO

"$

"(A

"表明内部评估的信度可以接受!此外"男生在

时间充足率上分数明显高于女生$

#

!

"("&

%"其他情况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基于情景模拟的临床讨论会实施前'后两组
6[dO

###

测试结果比较!

!,"

(分"

组别
%

讨论会开始前测试 讨论会完成后测试
#

对照组
>$ >+(A?,#%(%# ?$($#,#&($>

$

"("&

试验组
>@ ?"("+,#@($$ A&(&@,#@(%+

!

"("&

#

$

"("&

!

"("&

%A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6[dO

测试结果
#

#$>

名医学生分别在讨论会开始前&

完成后参加
6[dO

测试"测试结果'$

#

%讨论会开始前"对照组

和试验组
6[dO

测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讨论会开始前&完成后对照组两次测试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试验组讨论会完成后
6[dO

测试成绩明显高于讨

论会开始前成绩$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极少应用基于情景模拟的临床讨论

会"这种教学模式需要用到一些特定的模拟技术$如标准化患

者&高保真人体模型等%以演示某些紧急情况或症状"并且要求

参与者在模拟的紧张气氛下实践临床技能!这种讨论会进一

步的目标欲使参与者熟悉本科教育过程中
)GP

技术及其优

势"最终希望这类教学模式能在本科医学教育过程中得到广泛

应用!此外还须创造一个基于模拟的教育环境"其中涉及各种

常见的临床场景以使医学生熟悉基本临床技能!该讨论会持

续两周且由
%

个核心部分组成'案例讲座&急救与复苏课程&基

于模拟的临床情景!

)GP

通过模拟患者和临床场景进行临床教学"将传统的课

堂形式转变成+真实,的情景"弥补了传统医学教学模式上的不

足"又能对临床上罕见病例进行模拟"具有可重复和可调节等

多种优点)

A

*

"并且已有研究证明
)GP

有效地提高了医学生临

床知识的理解能力&临床问题的解决能力等)

+5#$

*

"并且较传统

教学方法而言"其优点更为显著!但是
)GP

过程中还是缺乏

学生自己动手实践"希腊医学生科学协会首次提出在本科医学

教育领域中应用基础临床讨论会教学法"以增强教学直观性&

强调学生和老师&学生和患者间的沟通"同时注重医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实践操作)

?

*

!

本研究以
%

年级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应用基于情景模

拟的临床讨论会"来评估整体医学教育环境及学生临床知识和

技能的掌握程度"在为期两周的临床讨论会中涉及高保真人体

模型和标准化患者的使用"其中标准化患者须接受严格的培

训"在整个过程中试验组医学生有机会体验模拟的急诊环境"

并且须要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做出合理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其中涉及的教育环境评估"目前用于评估本科医学教育环境的

工具和方法多种多样"使用最为广泛的是
IZ<<6

量表"其已

被翻译成多种译本并用于评估不同教育环境)

#%5#?

*

!

本研究结果得出的
IZ<<6

量表评估总分为$

#@?(%>,

$>(#$

%分)试验组得分为$

#&#($?,$A($%

%分*"即表明教学环

境较好#通过信度分析"

IZ<<6

量表信度可以接受"并且不同

性别医学生
IZ<<6

量表得分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是
IZ<<6

量表总分&学生对学习的知觉&学生对教

师的知觉和学生对学术及问题
#

&

$

"试验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

#

!

"("&

%"这也表明基于模拟的临床场景在两组医学生反馈

中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至于
IZ<<6

分量表医学生对环境的

知觉上两组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医学生在对该维

度打分时未经过仔细思索而致使结果出现了细小偏差!试验

组医学生内部评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种讨论会的质量

较高"并且不同性别间"除时间充足率这一方面外$

#

!

"("&

%"

其他方面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这可能是因为男生

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动手能力更强且较女生更为自信"所以会

出现本研究中的男生在时间充足率上较女生满意度更高!

本研究使用
6[dO

测试的形式来评估讨论会对提高医学

生临床知识理解程度的贡献"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在测试中
6[dO

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评估工具"最适

合用于评估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及医学的认知技能和

抽象思维能力)

#A5$#

*

!本研究中讨论会前两组
6[dO

测试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照组讨论会开始前和完成后

6[dO

测试亦无明显改变$

#

$

"("&

%"然而讨论会完成后试验

组得分明显高于讨论会开始前$

#

!

"("&

%"试验组成绩上的显

著提高和对照组的无明显改变再一次表明整个讨论会有利于

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总之"在其他教育领域广泛使用
)GP

的基础上)

$$5$%

*

"本研

究应用基于情景模拟的临床讨论会取得了可观的结果"对医学

生临床知识的掌握和临床技能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笔者认为在医学教育中值得进一步地推广应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局限在

%

年级医学生"未能对不同年级间各项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分

析"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稍有差异!因此在将来的研

究中"有必要将研究对象纳入范围放宽"并对不同年级医学生

的
IZ<<6

评估结果和
6[dO

成绩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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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B./EL72

Y

BJJ4

'

IJ.O7U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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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72

Y

UL.

T

R/475

U

K

JV1R4U7

-

4.5ELJ7E./OO.OO1.2UO

)

_

*

(CR0O.<MRE/UJ0

"

$"#$

"

%?

$

%

%'

+A5#"@(

)

$#

*

3L/2 6Q

"

F4

b

/0/44/LG6(<̂/4R/U7J2JV1JM7V7.M.OO/

K

T

R.OU7J2O

$

6<d

%

/2M1R4U7

-

4.ELJ7E.

T

R.OU7J2O

$

6[d

%

/O/UJJ4VJ0/OO.OO72

Y

UL.EJ

Y

27U7̂.OW744OJVR2M.0

Y

0/MR5

/U.1.M7E/4OURM.2UO

)

_

*

(92U_ 8./4UL)E7

$

d/OO71

%"

$"##

"

&

$

#

%'

%+5@%(

)

$$

*

;RW72<

"

=0..2S.0

Y

Z

"

FR.0S/EL6

"

.U/4(QO.JVO71R4/5

U7J25S/O.M.MRE/U7J2

'

/2/U7J2/4OR0̂.

K

JV

-

.M7/U07EE4.0W5

OL7

-

M70.EUJ0O

)

_

*

(FE/M*.M7/U0

"

$"#@

"

#@

$

@

%'

%>+5%?@(

)

$%

*钟兴"杜益君"潘天荣
(*GP

和
)GP

教学法结合模式在内

分泌科教学中的应用)

_

*

(

安徽医药"

$"#&

"

#+

$

?

%'

#@$?5

#@$A(

$收稿日期'

$"#?5"A5$#

#

修回日期'

$"#?5"+5$&

%

$上接第
@A&%

页%

需要加强心理护理!产后抑郁会影响高危儿母亲的心情"不利

于高危儿的健康成长!因此建议高危儿随访应常规筛查高危

儿母亲的产后抑郁"如果产后抑郁筛查得分特别高的高危儿母

亲"应让其家人了解产后抑郁的危害配合治疗"建议去精神科

就诊!

综上所述"高危儿母亲
)9[)

较低"应引起重视"在随访中

应给予相应的指导和提高!明确了
)9[)

与社会支持&产后抑

郁相关"下一步笔者将从这两方面入手"找到好的方法"以期提

高高危儿母亲的育儿能力"进而改善高危儿的预后!究竟如何

提高高危儿母亲的
)9[)

"如何改善高危儿母亲的心理状况"是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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