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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SP 技术的导师应用教学和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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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基于 ESP 技术教学法将医学知识在职业院校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效果。通过与 SP 技术教学法、传统教学

法研究对比，采用 ESP 技术教学法的课堂质量氛围活跃、教学内容通俗易懂、学习效果强。学生的考核成绩优于传统技术教学法、高于

SP 技术教学法，满意度大幅度提高，整体教学质量最佳，是学生认可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专业中引入 ESP 技术的教育

教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大幅度提高了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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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发布，第四十三章指出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要求突出职业技术（技工）教育类型特色，深入推进

改革创新，优化结构与布局，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同年 12

月 2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智

能制造发展规划》指出，强化人才培养，深化新工科建设，加快

高端人才培养。职业院校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专业的教学课程往往

都以机械、电子等理工科内容为平台，重点以医疗设备的使用和

维护为主进行讲授教学，涉及到的医学专业知识较少，然而在现

实的医患工作环境中，医疗设备操作者为能更快速、更准确、更

高效操作医疗仪器设备，往往也需要他们懂得一定的医学知识，

同时具备沟通交流、医学思维能力等综合职业素质能力。职业院

校学生在医学方面的质量培养、有限的实践教学资源、医学思维

能力的训练等均需要教育工作者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以讲授为主

的医学理论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设计上过于抽象复杂，教师难

于讲授，学生难于理解。以技能考核为主的传统实践教学模式，

通常以学生为主进行分组教学，相互进行模拟检查教学，不能正

常反应临床上的异常体征。

美国 Howard S. Barrows 医学博士于 1964 年首先提出了“标准

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的概念，即是指经过标准化、

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地表现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或病史的从

事非医疗工作的正常人或是轻症病人。我国少数院校 1992 年将

SP 引入，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2015

年在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实证研究中将 SP 首次引入

实践技能开始，丰富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评价工具，推动了我国

高校 SP 应用与研究进入新阶段。SP 技术的教学模式改善了传统

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医学思维能力训练，提升了学生

对医疗设备的认识和具备一定的实操操作技能。但是，SP 需要经

过专人的培训，需要资金支持，其训练成本高，并且都是由健康

人来扮演具有典型病情的病人，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所有体征，在

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为 此， 电 子 标 准 化 病 人（electronic standardized patients，

ESP）采用计算机编程技术，将临床上真实的病例通过程序语言智

能地体现在模拟病人身体上，包括心肺听触诊仿真模型、腹部触

诊仿真模型以及配套的教学与考核软件。通过 ESP 技术的教学，

可以将枯燥难懂的医学内容形象的转换到模型上，学生通过实操

训练，可以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的学习，更快地掌握医学知识

的重难点。本研究尝试在医用治疗设备课程教学中引入 ESP 技术

对学生开展医学理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并对其学习效果进行

对比评价研究。

一、导师应用对象选择

选择罗定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制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专业 36 人为

研究对象，以分组形式进行 ESP 技术教学和传统教学、SP 技术教

学并开展对比研究，教学课程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前期已完成

了专业基础课及部分专业课的学习。将 36 人分成三组：ESP 技术

教学组、传统教学组、SP 技术教学组。各研究组学生的招生都是

按“统考 + 合格性学业水平考试”方式入学，生源质量无显著差异。

本专业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运行等关于医学课

程设置与医学院开设的存在一定的差异，医学院学科设置齐全，

拥有强大的师资团队，可以多学科交叉教学，有力保障了教学质量。

相对而言，职业院校采用导师应用开展医学知识教育，结合智能

医疗设备的操作运用，可以将疾病的诊治更快、更准，这也是职

业院校开设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专业的优势，为此，本研究采用导

师应用开展进行。

各研究组前期的专业群平台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技能课

程的教学运行，重点讲授公共课程、电工电子技术等为主的理工科

内容。在开展本研究前期，学生关于医学知识的学习内容较少，不

存在明显差异，各研究组的医学基础概论课程成绩结果对比见表 1。

表 1  医学基础概论成绩对比表（x，分）

项目 ESP 技术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SP 技术教学组

平均分 77.67 75.00 80.92

二、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为了提高实验研究的准确性，实验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这三组学生的教学均选取了同一导师全程进行授课，按照教学运

行表规定的要求，开展 32 学时的理论教学和 32 学时的实践教学。

理论教学采用集中上课，实践教学采用分组进行，本研究的技术

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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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部内容的培训并期末考核后，通过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5 对各研究组考核成绩分析，每两组的成绩平均值和标准差

详见表 2 ～ 4。

表 2  ESP 技术教学组与传统教学组成绩比较（x±s，分）

项目 ESP 技术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F 值 t 值 P 值

医用治疗设备 87.17±3.996 81.33±7.215 2.257 2.45 0.023

表 3  SP 技术教学组与传统教学组成绩比较（x±s，分）

项目 SP 技术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F 值 t 值 P 值

医用治疗设备 86.67±4.397 81.33±7.215 0.942 2.187 0.04

表 4  ESP 技术教学组与 SP 技术教学组成绩比较（x±s，分）

项目 ESP 技术教学

组

SP 技术教学

组

F 值 t 值 P 值

医用治疗设

备

87.17±3.996 86.67±4.397 0.804 0.292 0.773

从表 2 ～ 4 中看出，ESP 技术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以及 SP 技

术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对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t>2.074，

P<0.05）；而 ESP 技术教学组和 SP 技术教学组对比差异不显著，

无统计学意义（t<2.074，P>0.05）。

为更好反映出整体教学质量，对各研究组的成绩进行更深入

分析，各研究组期末成绩的分数段出现的频次见表 5。

表 5  期末成绩各分数段频次表

成绩分数段（分） fESP 组 f 传统组 fSP 组

<70 0 1 0

70—79 1 2 1

80—89 10 6 7

>90 1 3 4

各研究组的众数金氏插入法计算如下：

表 2 ～ 5 结果显示，ESP 组考核成绩的平均值为 87.17 分、标

准差为 3.996 分、众数为 84.5 分，说明了 ESP 技术教学组的整体

教学质量最佳。

三、教学效果评价

在完成期末考核后，对各研究组共 36 人以问卷、访谈等方式

开展了评价研究，见表 6。

表 6  各研究组学习满意度对比表 [%]

项目内容
ESP 技术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SP 技术教学组

教学内容 课堂质量 学习效果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堂质量 学习效果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堂质量 学习效果 教学方式

满意 75.00 16.67 25.00 41.67 25.00 8.33 16.67 8.33 66.67 58.33 50.00 33.33

比较满意 16.67 75.55 66.67 50.00 33.33 41.67 25.00 16.67 25.00 8.33 33.33 50.00

一般 8.33 8.33 8.33 8.33 33.33 25.00 41.67 25.00 8.33 25.00 16.67 16.67

不太满意 0 0 0 0 8.33 25.00 16.67 50.00 0 8.33 0 0

从各研究组学习满意度对比表可以看出，ESP 技术教学组在

教学内容、课堂质量、学习效果、学习方式表示“满意”和“比

较满意”度可达到 90% 以上。传统教学组在课堂质量、学习效果

方面接近 60% 表示“一般”和“不太满意”，对传统的教学模式

75% 表示一般和不太满意。

可见，传统教学模式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有关医学方面的

知识点抽象、难于理解，而 ESP 技术教学结合了相关的医学文字、

图像、超声图等功能模块，使得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容易教，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学，是被学生广泛认可的一种教学模式。

四、启示与展望

研究表明，职业院校开设的与医学相关的智能医疗装备技术

专业，在讲授医学专业知识过程中，采用 ESP 技术教学模式，通

过电子标准化病人真实地呈现出来，质感逼真。学生可以真实、

直观、形象的方式进行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过程，课堂氛围

活跃，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能快速掌握各种医疗设备的操作

以及一定的医学知识。

虽然 ESP 技术教学具有了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弥

补了 SP 技术教学面临技术道具的欠缺、未能演示某些疾病的典型

阳性体征、队伍建设困难、经费紧张等不足，但是 ESP 技术教学

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ESP 教学系统中的病人不能完全代替人，

与现实中的病人存在一定差距，并且也不能与人进行交流互动，

不能反映出病人和医生之间交流的真实情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

应变能力。这些在教学过程中，有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总之，面对职业院校智能医疗装备技术专业在医学知识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采用导师运用基于 ESP 技术

的教学方法，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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