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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教学人员进

行了大量的摸索，摸索方向主要以构建更完善的课程体系和健全

更科学的教学模式为主。相关教学人员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摸索出

了校院合作型临床实践教学模式，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来说，其

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不会单偏向于考核结果，而且更容易拉齐

学生职业素质的基本标准。临床合作实践教学让学生在不同的实

践中学到更加专业的医学知识，也更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为了更好地对比不同教学模式产生的不同效果，本文以对比的方

式来进行相应的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资料准备

以 2018-2019 学年度的 6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保证这 60

名学生的基础条件一致，将60名学生进行对照组和观察组的随机

分配，每组各30 名学生。分别记录下来两组学生的基本特征，如

基本资料、平均年龄、年龄区间等等。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制定

纳入标准：（1）符合该学年度在校高职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

（2）本人知晓并自愿参与校院合作型临床实践教学模式中。

排除标准：（1）该学年度以外的在校高职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2）非本人志愿报名或不按要求参与课堂的学生。

1.3 方法

两种教学模式同步进行，对照组选择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

察组选择采用校院合作型临床实践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中依然让学习进行临床实习期，教师主要考查

学生基本的知识储备和演习操作。但针对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学生

最终都需要评估其临床思维、随机应对和协调医患关系的能力，

当然还需要评估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面对临床现象的

分析、解决和实操能力等。

另外，教师需要其实跟进和记录观察组学生在新模式的印象

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可以采用百分制来量化学生参与新教学模

式的最终成绩。比如想要评估学生的理论知识、综合能力的话，采

用德尔菲法能够设计出更加合理的评价维度，从而教师更加清晰

量化的标准。从评价维度来分析，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理论基

础、医患沟通、实操能力、科研水平等。量化标准可以借鉴李克

特的评分法，将其分为五级，教师在评价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时，

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与此同时，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

遵守两组中的相关规定，保证相关调研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4 观察指标

（1）评价两组学生的临床随机应对能力时，获得优良的话分

数需要在 85 分以上，若只是合格则分数在 60～85 分，若不合格

则分数为 60 分以下。

（2）两组学生自我评价理论知识掌握情况。评价中包括两方

面——基础知识和综合学科知识。两项满分各为10分，若评分越

高，则说明学生对吸收理论知识越扎实，学习效果也越有效。

（3）教师评估两组学生的综合能力。评估中包括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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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解决、实操、医患。四项满分各为 10 分，若评分越高，则

说明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越多。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临床的随机应对能力的结果比较

新模式下学生获得优良的人数比传统模式多16人，合格的人

数差距不明显，新模式下学生获得不合格的人数比传统模式少 4

人。从数据的对比能够表现出来，观察组学生临床的随机应对能

力比对照组好很多。

2.2 两组学生自我评价掌握理论知识的比较

两组学生对自己基础知识的掌握评价差异并不大，但对于自

己综合区应用所学的学科知识整体评分相差1.27分，而且观察组

学生的评价分数更为集中。

2.3 教师对两组学生综合水平评价的比较

教师对观察组学生综合水平中分析、解决问题方面、实操方

面及医患沟通方面的评分都明显高过对照组。

3  讨论

开设高职临床医学专业是希望用更科学的教学模式培养更专

业的人才，专业人才除了需要具备最基本的人文素养和思想品德

以外，还需要拥有扎实的医学知识。比如当前基本的医学理论、相

关的临床医学知识和预防医学知识等。此种新教学模式的实践，

能够夯实医学生的理论知识，加快医学生掌握诊断处理常见病症

的基本能力，同样也有助于医学生初步处理急难杂症。这为临床

提供思维和实践两项能力的专业人才具有时代意义。

3.1 为高职临床医学专业人才输出质量保驾护航

医学生通过更专业的实践体验，更好地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紧

密结合起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操

守，为人才的输出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

3.2 为院校之间的合作增光添彩

一般情况下医院都会按照历年来的标准去招收和培养人才，

这样有助于学生通过在医院内专业的实习更加贴近于未来的工作

场景。而通过这样的实习机会。同时也让医院看到了学校所传授

给学生的理论知识及基本的操作能力，对学生来说是一次更好的

实战考察。从而让学校和医院都更清楚自己下一步应该晚上的方

向和培养的重心在哪里？

4  结束语

总体来说，高校临床实践教学模式更加有效地落实到高职临

床医学专业的应用中，将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思

维能力和专业综合水平，值得同类高校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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