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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wa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linical practice in oper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ult will be useful to guide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eaching mode with nutrition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ally. Method: Par-
ticipant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r department has adopted from 2017-2018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finish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named “Satisfaction of Clinical Nutrition Internship”. The analysis was based on its results to illu-
str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linical medical internship. Results: Both of 
them we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ir practical purposes ( 1X  ± S1 = 9.46 ± 1.12, 2X  ± S2 = 8.50 ± 
1.38, P = 0.266), while domestic participants were more curious about their future career. Foreign 
students showed lower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interns’ durati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ro-
moting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 1X  ± S1 = 9.62 ± 0.51, 2X  ± S2 = 8.83 ± 1.83, P < 0.01) and in-
ternship resources ( 1X  ± S1 = 9.62 ± 0.65, 2X  ± S2 = 8.33 ± 1.51, P < 0.01) is lower than that of 
domestic students. It follows that foreign interns showed stronger exploration on professional di-
rection and cared more about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and had more requirements on in-
ternship content. Conclusion: Clinical practice of medical nutri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quality 
controlled and standardized, so that the quality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could be pro-
moted comprehensively. The advanced teaching experience abroad should be integrated to con-
struct a medical recruitment training system with subject featur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law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tal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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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分析现行临床实践教学方法优劣势，以期对后期系统性完善具有专科特色的国际

化营养实习带教模式具有指导意义。方法：向我教研室2017~2018年所收全部国内外实习生征询《临床

营养实习调查问卷》并分析结果，浅析国内外临床营养学生的实践教学差异。结果：在实习目的满意度

方面，国内外学生均评价较高( 1X  ± S1 = 9.46 ± 1.12, 2X  ± S2 = 8.50 ± 1.38, P = 0.266)，国内学生的

就业需求更为显著。在实习时长方面，国外留学人员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国内，工作内容安排受限、在促

进个性化发展”( 1X  ± S1 = 9.62 ± 0.51, 2X  ± S2 = 8.83 ± 1.83, P < 0.01)和“实习资源满意度”( 1X  ± 
S1 = 9.62 ± 0.65, 2X  ± S2 = 8.33 ± 1.51, P < 0.01)方面的满意度均不及国内学生。可见国外留学人员对

专业方向主动探索的积极性更强、对寻求个人发展的想法更多、对实习内容的要求更为丰富。结论：为

全面提升医学营养人才的理论及实践能力，高质量实习带教模式亟需改革发展。可适当参考国外优秀教

育经验，在遵循医学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具有我国专科特色的营养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 

临床营养，实习，国际学生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南京医科大学临床营养教研室成立于 1988 年，承担了本校相关二级学院及相关专业的《临床营养学》

理论教学，同时承担省内各高等院校营养专业的实习带教工作，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习带教经验。

近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国际学生的实习需求日益增长，我科室作为首批注册营养师实践教育基地，

接收了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多所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多名国际学生实习。面对国内外学生的不

同教育背景和实习需求，我教研室日前着力于协调不同院校、不同层次、不同时间等客观因素，希望通

过有专科特色的实习带教达到扎实专业知识、提高实践能力的根本目的。本文特结合带教经历及自主设

计《临床营养实习调查问卷》结果分析，浅谈国内外学生在实习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利其后构建兼具针

对性、系统性、灵活性的临床实习带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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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对象 

2017~2018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临床营养教研室所接收国内医学实习生 13人(其中 8人来

自徐州医科大学、5 人来自江苏省健康教育学院)、美国医学实习生 6 人。 

2.2. 方法 

自实习生基本情况、实习目的、时间、内容和评价五方面，设计《临床营养实习调查问卷》并收集

结果，应用 SPSS Statistics 22.0 (IBM Inc., Chicago, I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评价结果。 

3. 研究结果 

3.1. 国内外临床营养实习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就国内外临床营养学科的发展差异而言，来源不同的实习学生其教育背景不尽相同，实习基础差异

较为明显。图 1 和表 1 分别显示了近 2 年来我科接收国内外临床营养专业学生的学历层次和专业构成，

共计接收国内医学实习生 13 人、美国医学实习生 6 人。国内有临床营养实习需求的学生学历层次较海外

略低，更偏重于技术类人才培养而非临床科研型人才。从专业知识背景而言，海外高校的专业设置更偏

重于临床，而国内相关院校的专业设置则更为笼统。 
 

 
Figure 1. The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rns 
图 1. 国内外实习生教育水平组成 

 
Table 1. The majo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rns 
表 1. 国内外实习生专业组成 

 国内医学实习生 美国医学实习生 

临床营养专业 6 4 

公共营养专业 4 1 

其它专业 3 1 

 
如表 2 所示，以徐州医科大学食品与营养学专业为例，该专业学生需修满 140 学分方可进入实习，

学校多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生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临床内容纳入专业基础课程要求，

营养专业课程中 46%安排临床营养相关、30%安排公共营养相关、24%安排食品营养相关。与之相比国

外相同专业的课程要求更高，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Nutrition Science 专业为例，其课程主要分为公共基础

课 120 分(50.0%)、专业基础课 22 分(9.2%)和营养专业课 98 分(40.8%)。公共基础课多通过条件选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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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门课程选择、学生按兴趣自主决定、修满基础学分要求即可。专业基础课涉及论文书写、基础营

养学导论、社会学导论等，营养专业课程开设生物化学、营养物质代谢学、临床营养学、生命周期营养

学、公共营养学、运动营养学、营养教育学等。由此可见美国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培养更侧重于基础能

力的锻炼，与营养相关的课程安排内容涵盖则更为广泛。 

3.2. 国内外医学生实习目的 

作为高级医学人才培养的必经环节，实习是加深理论知识理解、培养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不同的

实习目的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工作态度和关注重点。国内学生在完成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后，依照学校

针对大四的学程安排前往指定实习地点完成指定时长的实习工作。我教研室与相关高等院校均有实习合

作协议，定期接收实习学生并安排相应工作。实习期间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均由接收单位负责，

校方在终期会以参观访谈和理论考试的形式体现实习过程评价。国外学生在实习单位的选择方面则有更

大的自由度，首先需向学校提出实习申请并自主联系实习地点、安排实习计划，其后由校方与实习单位

沟通、确定责任带教人员和内容，并于整个实习期内多次联络，通过问卷调查、邮件等方式互动交流留

学生的实习动态。 
 

Table 2. The credits contained in the nutrition curriculur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表 2. 国内外营养专业课程学分设置 

课程学分设置 徐州医科大学食品与营养学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Nutrition Science 

公共基础课 43 120 

专业基础课 49.5 22 

营养专业课 47.5 98 

 
据《临床营养实习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国内外实习生在“工作是否达到实习目的”一题中给予较

高评价( 1X  ± S1 = 9.46 ± 1.12, 2X  ± S2 = 8.50 ± 1.38, P = 0.266)，但双方目的确有不同。国内实习生有

53.85%选择“熟悉临床工作”，38.46%选择“满足就业方向”。国外留学生更多以“熟悉临床工作”(83.33%)
为目的，对未来就业的需求则相对较弱(0.00%)，目前我教研室所接收的此类留学生在完成实习后均选择

继续求学深造的发展方向。 

3.3. 国内外医学生实习时间 

因国内外院校对实习项目的安排不同，国内多将实习工作安排在大四教学日程内、给予整个学期的

实习机会，国外则选用寒暑假、时长由实习单位和实习生自主决定。据统计我教研室所收国内学生实习

时长集中于 3~6 个月(61.54%)、其余为 6~12 个月，国外留学人员实习期则多为 0~3 个月(83.33%)、其余

为 3~6 个月。 
据《临床营养实习调查问卷》结果分析，虽然国内外学生对“实习工作对未来发展的促进作用”( 1X  

± S1 = 9.62 ± 0.65, 2X  ± S2 = 7.83 ± 1.94, P = 0.002)和“实习工作的时间是否满意”( 1X  ± S1 = 9.69 ± 0.63, 

2X  ± S2 = 7.50 ± 3.01, P < 0.01)两项评价均相对满意，但国外留学人员的满意度却显著低于国内，详见表

3。此问题均与实习时长受限，工作内容安排局促有关。 

3.4. 国内外医学生实习内容 

据《临床营养实习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国内外学生对现有实习岗位安排、专业方向契合度、个人

志趣契合度、职责权力划分的满意度均较高，详见表 3。可知我教研室现行临床营养实习内容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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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可以实现对不同学习背景和基础情况的学生协调培养。然而就“促进个性化发展”( 1X  ± S1 = 
9.62 ± 0.51, 2X  ± S2 = 8.83 ± 1.83, P < 0.01)和“实习资源满意度”( 1X  ± S1 = 9.62 ± 0.65, 2X  ± S2 = 8.33 
± 1.51, P < 0.01)方面，国外留学人员的需求明显较高，可见其对专业方向主动探索的积极性更强、对寻

求个人发展的想法更多、对实习内容的渴求更为丰富。 

3.5. 国内外医学生的实习质量管理方式 

国内外学生的实习质量管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多通过实习期末考试、毕业论文书写和带教老

师书面评价三部分，评价实习生的劳动纪律、工作执行、待人接物等方面能力。有研究者指出，现行评

价方式多依据接收单位开具的“实习证明”，其评价结果多为满意、指标相对客观感性，真正对实习生

实践能力的评价较少[1]。相较之下，国外实习项目的质量管理及评价则有更完整和细致的教学内容要求

和能力考察安排。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为例，每名学生在确定进入实习点开始工作前均有校方安排实习

指导老师与带教老师主动沟通，确定该学生的实习时间和工作安排。实习期内，带教老师需至少完成三

次“实践能力评估问卷”并及时反馈至校方，同期理论测试则由实习联络老师为学生安排。“实践能力

评估问卷”内容涉及工作安排能力、营养评估能力、治疗方案制定、营养教育水平、医疗记录书写、日

常劳动纪律、人际交往能力、思维拓展能力、科研能力和实习建议等方面。责任带教老师不仅要给予主

观评分，亦需要举例佐证实习期内学生的实际表现、提出下一步实习预期和能力要求。 
 
Table 3.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inical nutrition practi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rnship ( X  ± S) 
表 3. 国内外学生临床营养实习对比( X  ± S) 

问题 国内学生 国外学生 P 

您对自己的实习岗位是否满意 9.69 ± 0.63** 9.00 ± 1.55** 0.001 

你对工作安排与专业方向契合度是否满意 9.46 ± 1.12 8.50 ± 1.76 0.063 

您的工作安排是否符合个人志趣 9.23 ± 1.42 8.00 ± 2.45 0.058 

您对实习岗位职责与权力的划分是否满意 9.08 ± 1.55 8.33 ± 1.86 0.709 

本阶段实习工作是否达到您的实习目的 9.46 ± 1.12 8.50 ± 1.38 0.266 

本阶段实习对您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是否起到促进作用 9.62 ± 0.65** 7.83 ± 1.94** 0.002 

本阶段实习所获是否对您后期工作或求学有所帮助 9.62 ± 0.51** 8.83 ± 1.83** <0.001 

您对实习工作环境、设施设备的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是否足够且让人满意 9.62 ± 0.65** 8.67 ± 1.75** 0.002 

您对实习单位在工作中所提供的资源(材料、工具、设备)是否满意 9.62 ± 0.65** 8.33 ± 1.51** <0.001 

您对实习工作的作息时间(上下班时间、加班制度等)是否满意 9.62 ± 0.63** 7.50 ± 3.02** <0.001 

您对同学之间的沟通与配合是否满意 9.39 ± 1.19 8.50 ± 1.76 0.099 

您对师生之间的沟通与配合是否满意 9.77 ± 0.44** 8.50 ± 1.38** <0.001 

您对周围同学的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是否满意 9.39 ± 1.39 8.00 ± 1.90 0.392 

您对带教老师的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是否满意 9.69 ± 0.63 9.50 ± 0.84 0.339 

注：评分“10”为非常满意、“1”为非常不满意；**表示有统计学差异，P < 0.01。 
 

可见国外留学人员虽然没有考试或论文等硬性评价要求，但贯穿实习全期的过程评价突出表现了形

成性评估特点以及对实习教学的质量管理。对教学过程和学生均要求完成整体性评价，不仅有利于带教

老师关注学生个人特点和个性化需求，更为教学质量及带教方法的持续改进提供了循证依据。据《临床

营养实习调查问卷》结果分析，国外实习生对师生间沟通配合要求更高( 1X  ± S1 = 9.77 ± 0.44, 2X  ± S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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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 1.38, P < 0.01)。可见校方有专职实习指导老师与带教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增强双方互动可以提高

带教老师的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从师生沟通配合的角度弱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提高教学满意度。 

4. 研究结论 

据我教研室现接收国内外临床营养专业实习生基础情况差异和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分析可见，现阶段

国内外临床营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确有不同。有调查研究指出，我国 90 余所医学院校中开设临床营养专

业的仅占 7.8%，其针对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专科院校几乎未将临床营养学纳为必修课程并给予常规考

察和重视[2] [3]。部分院校在预防医学专业中开设的营养与食品专业课程，其主要内容以食品卫生学为主，

营养学基础的教学内容甚少，临床营养学专业知识的涉及更是微乎其微[4]。就我教研室所收徐州医科大

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实习生而言，其本科阶段所受营养学教育亦倾向于广义临床导向，营养专科

方面则囊括临床、公共和食品卫生等综合内容。相较之下，国外相关专业及课程则更集中体现了营养的

学科特点，弱化本科教育阶段的临床导向且更具灵活性，以培养营养思维为主要目的，适当引入其在临

床方面的实际作用和不可替代性。为提高我国临床营养事业的健康合理发展，营养教育强化是必经之路，

石汉平教授亦在一文中强调，医学院校应提升临床营养学的课时，提高医学生的营养基础知识[5]。 
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实习基础将引导学生进入不同的学习阶段，总结调查结果可知，国内大四学生更

倾向于直接进入社会、愿意到社会中探索实践，亦希望通过实习寻求工作机遇。国外留学人员则以丰富

阅历、熟悉实践领域为首要目的，希望通过实践加深对本学科的理解并逐渐明确自己心仪的发展方向，

亦希望实习经历有助于自身理论知识和科研能力的提升、顺利取得相关专业导师和实习主管部门的推荐

信、以利于申请各名校的研究生并获得以上入学机会。 
临床人才培养最终是为社会提供有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药卫生人才，

临床营养人才的培养亦需遵循实践导向、依照“兴趣–引导–互动”培养模式、建立健全实习带教体系。

我教研室现已于 2017 年完成《临床营养科实习培训计划》的修订，并于 2018 年特针对国际留学生制定

《Clinical Nutrition Internship Process》。实习工作均密切围绕日常工作展开，主要从临床诊疗实践和营养

科研能力两方面着手，同步提升实习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临床诊疗实践包含营养门诊、住院

患者营养治疗和肠内营养制剂配制方式三部分内容，国内外实习生均需经三方轮转后掌握其基本要义，

最终在实习结束前由责任带教老师实际考核独立诊疗思维和能力并予以评价。营养科研能力贯穿于临床

工作中，主要由责任带教老师结合个人科研方向，为学生分配适当的科研任务，如科研思维建设、文献

检索阅读、数据处理分析等，国内各院校常要求学生在实习结束前完成毕业论文或科研报告，以此纳入

毕业要求。国外留学人员往往缺少校方的考试或论文等硬性评价指标，因而在选择并向带教老师提出感

兴趣的实习内容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度和积极性。 
综上，教研室为临床营养实习生的实践教学内容和工作安排时，建议实习期 6~12 个月为宜，以便掌

握各类疾病的营养治疗原则、诊疗思路和干预流程。因受实习时间所限，临床科室要求责任带教老师适

当调整工作安排和工作内容，与学生适时沟通、掌握其工作进展和感兴趣的实践方向，从而提高实习效

率、提升工作质量。相较于国外学生更为短促的实践机会，国内临床营养实习生拥有更充沛的学习和工

作时间，有利于临床思维的建立和技术能力的提升。相信实践操作时长的延展和教学内涵的精炼提升，

均会优化各国实习生的教学感受，提高满意度。亦建议国内相关专业可适当参考国际实习过程评价指标，

积极推动实习指导老师与临床带教老师之间的互联互通，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满意度。 
临床实习是培养医学营养人才的必经之路，作为加深理论知识理解、提升实践操作能力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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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研室一直致力于探索高质量实习带教模式。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人才培养需求，我科带教方法亟需

改革发展，在遵循医学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具有专科特色的营养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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