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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临床专业学生基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要求开展执业医师培训的效果。方法 2022 年期间将某医学院 400 名临床医学专

业学生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常规方法进行执业医师培训）、观察组（基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要求开展执业医师培训），比较两组学生培训

前、培训后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操作得分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   培训后相比培训前，两组学生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操作得分

均有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培训后比较，观察组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73.62±5.15）、操作得分（70.63±7.27）均高于

对照组（59.41±6.22）、（53.28±5.5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学生对培训模式的满意程度构成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

论  临床专业学生基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要求开展执业医师培训，能更好提升学生笔试和操作得分，接受该培训形式的学生也有相对更

好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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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physician training for clinical students based on OSCE requirem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00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method for professional physician train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based on 

OSCE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 physician training) during 2022. The differences in written examination scores and opera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were compared.  Result  After training, compared with before training, the written test scores and opera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physician examination were improved (P<0.05). After training, the scores of written examination and oper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Professional physician training for clinical students based 

on OSCE requirements can better improve students' written test and operation scores, and students who receive this training form also have a relatively 

bett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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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医师培训是临床专业学生步入临床实践或工作之前的必

须学习环节，学生对临床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也直接反映出不同院

校的总体教学水平。随着新型医学模式及相关理论快速推广应用，

医疗机构和教学机构也越发重视从教学模式改革层面提升专业学

生的实践能力[1]。但既往教学任务的设计或开展，主要根据教学大

纲进行初步规划，其教学内容多以独立形式开展，存在重复教学内

容在不同教研室之间、不同课程之间重复传授的缺陷，同时学生由

于单项接受某项课程教学而无法对不同课程的交互内容进行深度

整合及应用。总体来说，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受限于传统教学模式的

劣势无法深度融合各课程教学内容的关键知识点，因此在实践应用

中也无法快速灵活转变医学思维，其后期能力提升也将得以受限
[2-3]。基于上述背景，特对临床专业学生主要教学方式、考核实施办

法进行了相应改革，将构成复杂的教学课程或教学内容初步整合到

10 个站点，围绕站点为独立教学单元，集中开展临床实践教学及理

论知识点归纳，该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将结果汇报

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2022 年期间将某医学院 400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随机均分为对照组（常规方法进行执业医师培训）、观察组（基

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要求开展执业医师培训）。两组学生均为同

一年级、同一专业在校生。 

1.2 教学方法：两组学生由相同教师团队负责在校期间的执业

医师培训，其在对学生开展具体培训前均接受过同质化培训，确保

组内学生培训质量的相对一致性，培训大纲、计划、目标等均根据

全国执业医师考试指南制定，培训时长和频率亦保持相对一致。 

1.2.1  对照组（常规方法进行执业医师培训）：教学过程的开

展主要以教学大纲为具体框架，以教研室负责制逐步执行，其日常

考核以教学小组为单位进行小范围考核，具体过程参照考核手册执

行。 

1.2.2  观察组（基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要求开展执业医师培

训）：以授课课程为基本单元，教研室各位老师分配具体教学课程，

同时根据教学单元筛选并标记重点教学项目、重点实践教学内容，

同时整体上对各实践操作项目的考试难度进行归纳和分级。基于前

期调研资料完善 OSCE 考试站点，最终具体包含 10 个站点（问诊、

病历书写、体格检查、外科技能、内科技能、妇产科、儿科技能、

急救技能、心电图、影像阅片）。各教研室开展集体会议，根据站

点内容的交叉性、独立性集中组织师资队伍，再次优化实践培训的

布置工作。 

1.3  数据收集：单独成立数据收集团队，负责学生考核、数据

整理等过程，培训前和培训后分别开展一次，内容具体包括：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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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根据学生线上理论开始结果进行导出）、操作

得分（各站点考核得分评价值作为最终操作得分），两个评价维度

总粗分区间均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学生的学习效果相对越好
[4]。 

1.4 统计方法：用 SPSS 22.0 对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 sx ± ）组间比较用 t 检验，组内比较用配对设计资料 t 检验，

等级资料 n（%）组间比较用 Z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培训前和培训后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操作得

分的比较 

培训后相比培训前，两组学生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操作得

分均有提升，组内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培训后

比较，观察组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操作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组

间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和表 2。 

表 1  两组学生培训前和培训后执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的比较

（ sx ± ） 

时间 
分组 

培训前 培训后 
t P 

观察组（n=200）
42.18±

11.50 
73.62±5.15 35.287 0.000 

对照组（n=200）
40.79±

13.41 
59.41±6.22 17.814 0.000 

t 1.113 24.886   

P 0.266 0.000   

表 2  两组学生培训前和培训后执业医师考核操作得分的比较

（ sx ± ） 

时间 
分组 

培训前 培训后 
t P 

观察组（n=200）38.31±9.43 70.63±7.27 47.094 0.000 

对照组（n=200）39.16±8.29 53.28±5.56 18.588 0.000 

t 0.957 26.809   

P 0.339 0.000   

2.2  两组学生对两种培训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 

观 察组（ 90.00% ）学生 对培训模 式的满 意率高 于对照 组

（85.00%），两组学生对培训模式的满意程度构成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学生对两种培训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n，%） 

分组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太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n=200）143（71.50）37（18.50） 11（5.50） 9（4.50） 

对照组（n=200）92（46.00） 78（39.00） 30（15.00） 0（0.00） 

Z 43.490 

P 0.000 

4 讨论 

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中明文规定的重要考试制度及考试内容，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及

通过率由此也成为医学院校重点关注的教学结果综合评价指标，但

我国当前教学模式及考核模式依然参照传统教学方法，以课本为小

单位、以教研室为小单元，各单元之间独立开展教学和考核设计[5-6]。

学生学习全程相对独立且无法连点成线或面，因教学模式陈旧而引

发的教学效果受限也成为诸多学者重点研究项目。客观结构化临床

考试应用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相关实践较多，但多局限于医院内

部医护人员的能力提升，鲜有将其用于院内在校生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培训后的笔试得分、操作得分均有

较大幅度的提升，说明虽然教学方法不同，但学生受益于执业医师

培训过程，其综合能力均有明显提高。组间比较则发现，观察组执

业医师考核笔试得分、操作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客观证实观察组学

生基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要求开展执业医师培训后，其综合能力

提升程度相对更佳，不局限于理论知识层面，其实践能力亦有显著

增强[7]。具体分析原因，观察组所采用的教学模式能模拟临床场景

来对学生开展针对性训练，因此能综合提升学生的医疗决策能力及

诊断能力。同时，其训练或教学全程有配合使用到标准化病人，因

此能克服以往临床教学或测验过程中难以发现的教学漏点，最终综

合提升学生面对复杂疑惑的处置能力[8]。 

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学生对培训模式的满意程度构成有统计

学意义，观察组学生非常满意率高达71.50%，证实观察组所采用的

教学方法极大改善了学生对执业医师培训的接受性和依从性。但是

该研究尚未对学生具体满意内容进行调查，究其具体满意的内容是

教学内容、学习体验或其他尚需后续研究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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