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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常态化时代对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有何启示、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临床教学工作，值得教育者工

作者深思。在分析新冠疫情对医学实践教学启示的基础上，针对新冠疫情流行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

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对医学本科生实践教学培养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的人才培养思路，革新教学模式，构建涵盖评价体系、虚拟教学、模拟教学、模拟考核及责任教学的综

合性培养模式，将更多医学毕业生培养成为具备适应社会需求的高岗位能力型人才，为特殊时期医学本

科生临床实践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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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enlightenment o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and how to carry out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are worth pondering for educat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522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5226
http://www.hanspub.org


刘宁 等 
 

 

DOI: 10.12677/ae.2022.125226 1475 教育进展 
 

situation of the COVID-19 and the talent training request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s were made by 
the Haina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in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medical undergraduates. The personnel training ideas on the practical ability were pro-
posed. A new comprehensive training mode which covered evaluation system, virtual teaching, 
simulated teaching, simulation assessment and responsible teaching was proposed, so as to culti-
vate more medical graduates with high post abi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with an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education of medical undergraduates in this spec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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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正在全球大流行，应对疫情首要的工作重点是遏止疾病在人群中蔓延，同时迅速

发展和重组现有的医疗资源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病人负担[1]。医院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危场所，许多国家

及地区在新冠疫情爆发严重期间终止了医学生的临床学习。在中国，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许多医学院校

附属医院同样终止了医学生的临床实践教学。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医学教育工作者从新审视传统医学教学

模式的不足，传统医学教学模式主要是以疾病为中心的“诊断–治疗”模式，其核心是学科课程，忽视

了医学生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使得医学生在医学院校获得的职业能力与实际职业需求存在差异，从而难

以适应新冠疫情下的医学工作的要求[2]。 
知识和技术决定职业的特点，人力资源管理学用“胜任力”来回答了对于岗位的要求，也提示医学

实践教育的核心不应该是课程本身，而是学生本身对岗位的胜任力。对临床医生而言，岗位胜任力的定

义为：“在日常医疗服务中熟练精准地运用交流沟通技能、学术知识、技术手段、临床思维、情感表达、

价值取向和个人体会，以求所服务的个人和群体受益。”在国外，以岗位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框架已经很

好地整合到许多培训计划中，多项以能力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改革被证实取得良好的效果，尤其提高了住

院医生的临床技能，使他们更快速地掌握各项临床技能[3] [4]。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以医学生岗位能力为导

向的临床教学逐渐被重视。 
本文描述了新冠疫情对当前医学实践教育的启示，提出了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培养策略，以应

对疫情对医学临床教学的挑战。 

2. 新冠疫情对医学实践教育的启示 

2.1. 传统临床教学目标不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新冠疫情的发生让教育工作者重新审视临床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医学教育仍处于应试教育阶段，

医疗卫生单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迫使医学生将大部分精力均投入科研与考研的目标中，临床教学

不得不为“应试”让道。疫情暴发后，传染科、呼吸科、重症监护室相关医护人员很快就成为此次抗疫

的主干力量，余各专业医务人员也深入学习院前急救、重症抢救、传染病防护等技能培训，熟练掌握各

自岗位能力的医务工作者成为了此次抗疫战争的主力军，也让医学教育者重新认识到传统教学目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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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应新形势下医学生的临床教学。新的临床教学目标指向如何提高医学生的岗位能力，此目标着重于

如何进一步有效提高医学本科生操作技能、交流沟通、团队合作、临床思维和研究水平等各项能力。 

2.2. 传统临床教学模式不能适应新冠疫情防控形势 

传统的临床实践教学将医学生安排在不同临床科室轮转，通过融入轮转科室的临床工作，将医学生

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逐步培养出具备一定岗位工作能力临床医生。临床岗位能力本质上是具有

了临床思维能力和操作技能，这两项能力必须经过临床实践才能掌握，因此医学生临床岗位能力的培养

离不开与真实的临床环境。新冠疫情让医院成为了一个感染的高危场所，任何一位在医院内任职的人员

都可能成为易感人群，根据流行病学的隔离要求，医院应尽可能地限制过多人员的聚集，尤其是无关的

工作人员，导致医学实习生被迫缩短实习时间，在疫情高发时期甚至取消了医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5]。
如何合理规划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课程成是疫情防控期间医学教学管理工作者的需要面对的难题，他们需

要迅速寻找新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学教育中断的造成的冲击，以适应在这场严峻疫情期间陷

入困境的医学生群体。 

2.3. 新冠疫情增加教师和医学生的心理负担 

教师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变化，首要面对的是教学习惯的改变[6]。新冠疫情破坏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师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教学模式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虽然这种创新性的举措对教学改革有益，

但同样也增加了老师的思想负担。随着传统面对面的教学活动被取消，最先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教学和虚

拟教学的普及。一方面新的教学模式引入大量繁琐的信息，诸如选择种类繁多的线上教学平台、将繁杂

的医学知识体系和多样化的课程资源融合入新媒体教学、考量新教学方式的实践性等等，均给教师带来

了很大困扰；另一方面不同任课教师年龄跨度大，对网络教学接受程度差异巨大，许多老教师对远程教

学模式极为陌生。急变的形势又迫使教师不得不快速改变自己以往的擅长教学模式。教学改革产生的压

力导致部分教师教学心态松懈、授课手段单一、教学创新不足[7]。 
对于医学生而言，线上教学是否能取得与线下教学相同的教学效果还有待商榷，但就目前来看网络

教学的普及并不会对学生造成巨大困扰，主要原因可能与医学生早已习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8]。广泛铺

开的网络教学和虚拟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医学生大部分的课堂学习，却不能够完全替代医学生临

床实践教学。实践是从理论教学向实际工作的过度阶段，这一阶段要求学生切实融入临床工作岗位中，

在工作岗位中逐步提升岗位能力。对于已经进入临床见习和实习阶段的医学生，因临床磨砺有限，严峻

的临床形势容易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医学生造成巨大压力，影响其学习与工作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其对医

学事业的看法。因此新形势下的临床教学还应兼顾学生学业、生活、心理三方面，这也是疫情中临床医

学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7]。 

3.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本科生实践能力培养策略 

医学教育管理者需要迅速调教学思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医学实践临床教育带来的

冲击，提高下一代卫生专业人员对临床实践知识和技能的获取，以适应陷入疫情时代的医学生、医学教

师群体。海南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探索的新形势下的实践教学方法，确立了“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导向，

以网络教学为主辅以模拟教学与考核，坚持能力评价、面对面教学、导师制”的教学改革模式，为应对

新冠疫情下的医学本科生实践困境。 

3.1. 转变观念，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导向 

传统医学实践教学以课程为中心，忽略了临床实践教学的核心问题——提高医学生的临床岗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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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疫情时代，对医疗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提出严格要求，同样要求医学院校培养的新一代医学工

作者在毕业后具有高水平的岗位能力以快速融入高强度工作环境。教育工作者为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需

求，必须切实转变教学观念，树立切合形势的教学目标。由传授“知识”向传授“能力”转变对长期沉

浸在临床工作中的临床教师而言并非困难，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何为岗位胜任力。对于学生而言益处颇

多，例如：可以增加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反思、强调基于真实的职业环境、使医学生能更好地桥接后

续学习。在国外，基于能力的医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的核心，作为教育新一代医生的手段[9] [10]。海南医

学院附属海南医院已确立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实践教学目标，根据此目标构建一系列教学内容，在新

冠疫情期间出色地完成临床教学工作，并在师生中取得良好评价。 

3.2. 建立网络教学为主，模拟教学、考核相结合为辅的岗位能力教学模式 

自 2019 年冠状病毒疫情开始之后，出于避免人群聚集的需要，课堂教学被限制或者取消，为了保证

教学进度，许多医学院迅速铺开网络教学。网络教学充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允许教师

和学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将教学活动从有限的课堂扩展到网络可及的范围，疫情严重时避免了教师、

学生因为外出和聚会而使自身暴露在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之中。基于我国高水平的网络技术、广覆盖的

网络信号，网络教学得以迅速铺开，医学生不仅能够参与本院校的教学授课，院校间的交流讲学资源同

样能够轻易获取，实现了学术资源的共享。我院通过一年的摸索，由教学科室自行网络授课为试点，逐

渐建立了全院的系统网络教学模式。各个科室根据岗位能力的培养要求，制定一系列符合专科岗位工作

的临床讲学，讲学主要围绕该专科常见疾病的诊疗规范、值班常见情况的处置、辅助检查的解读等岗位

医师必须掌握内容。通过网络讲学让医学生切实体会临床医生在不同岗位上的工作日常及诊疗思维。教

务部驻点各个临床科室培训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确保教师能够快速适应网络教学模式，同时对授课教师

严格考核以确保网络讲学质量。就目前教学反馈，我院师生普遍喜欢网络授课的讲学模式和内容，学院

将进一步拓展和推广，搭建更为完善的网络教学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医学生在线学习缺乏岗位工作的临床情境，一味地依靠网络教学可导致实践效果不

尽如人意。依照国家“新医科”建设要求和海南省人民医院本科教学工作要求，我院教学基地成立了

SOAP (Subjective、Objective、Assessment、Plan)病史采集、DOPS (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al skills)
考核应用、Mini-cex 形成性评价、CBL (Case-Based Learning)教学法和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

法项目组，旨在建议规范有效的岗位能力培养体系，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操作能力、调动学

生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具有较高岗位胜任力的临床医生。以 SOAP 病史采集的方式标准化临床工

作中的病史采集过程，从学生进入临床工作开始便接受最标准的病史采集方案，在构建学生临床思维及

标准化操作中起到重要作用。DOPS 考核应用和 Mini-cex 形成性评价具有评价周期短、反馈及时的优点，

是培训与评估操作能力的重要手段，及时的反馈能够让学生及时认识到实践中的不足，避免了学而不思

的低效学习体验[11] [12] [13]。CBL 教学法和 PBL 教学法项目组让学生以 4~5 人一个小组，模拟医师岗

位的诊疗工作，通过对问题或病例的分析，掌握疾病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由教师提供根据特定岗位需要面对的临床问题或病例，学生小组自主进行分析、阅读和讨论，教师给予

适度指导，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资料收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模拟化的教学情境很好地补充了临

床实践中遇见病种单一的问题，减少了学生直面疫情的风险又创造了“真实”的临床情景。 

实训模型在医学临床实践学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掌握熟练的岗位技能，需要经历反复的操

作实练。受制于特定病种稀少、轮转时间短、学生心思胆怯等原因，对于初入临床的学生而言鲜有机会

直接对患者进行操作，而实训模型便为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通过在仪器模型上反复操作，从而熟练掌

握所学操作技能，为临床实践的实习建立良好的桥梁。我院以实际岗位中所要求掌握的临床技能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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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立相应操作指南及评分标准，以对标“实践技能大赛”、“执业医师技能考试”为标准，对医学

生进行临床模拟实操课程的设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全科等所有专业岗位的

技能操作，可模拟包括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解读及各项专业技能操作等贯穿整合诊疗过程的基本技能。

技能考核主要利用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进行，着重考察

学生体格检查、临床操作、实验室检查或影像学检查资料判读、沟通交流、职业素养等方面。根据需求

设置站点，模拟执业医师考试站点设置，严格把控考核标准，建立健全技能操作规范，让所有进入临床

实践的学生都能够独立完成岗位培养目标中的各项操作。 

3.3. 坚持岗位能力评价体系 

建立健全评价体系是教学革新的重要一步，评估的作用在于可以及时反馈教学效果从而更好地指导

学习，评估的设计是否可靠、有效取决于评估的目的[14]。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在进入科室轮转前后，

我院教师将会对所有学生进行一系列考察评估，评估涉及学生心理、性格、临床水平等多方面，带教老

师根据评估结果充分掌握学生目前的学习状态，以此为基础根据不同学生自身心理特点和能力短板，针

对性地设计出提升特定学生岗位能力的实践方案。由于长期沉浸在临床工作中，临床教师能够更好地进

行岗位胜任力的评估，轻易把控学生岗位能力的薄弱环节，就学生真实水平以及教学成效进行及时反馈。

我院教学中的评价体系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带教过程中采用 360 度评价法进行评价，评价者包括带教

老师、本人、同科实习同学以及患者或患者家属，从不同相关人员的度去评估学生岗位能力水平，避免

了以往仅由教师进行评价而产生的片面性结果；评价内容包含人文关怀、团队协作、组织讲课、教学查

房、临床实操教学的各个方面，从专业技能到综合能力全方位覆盖，再针对某方面的短板进行强化教学。

每一位学生在科室轮转结束后对带教老师的教学进行评价，教师根据评价结果采纳合理建议，不断反思

和改进教学过程中的不足，逐步提升实临床教学水平。 

3.4. 坚持学生与患者、学生与老师“面对面”教学 

尽管病例模拟和虚拟的标准化患者可以满足部分临床教学需求，如查体演练、技能操作、临床思维

建立等，但这类教学模式多是辅助性措施，具有一定局限性，不可能代替面对面教学[15]。岗位能力的培

养离不开真实的工作岗位，面对面的教学使医学生不仅能获得疾病发生发展的第一手经验，还能通过与

患者的互动掌握患者真实的心理动态。此外，医学生对职业的认同感通常由教师塑造，他们视其为榜样，

通过观察教师的诊疗过程获取经验和认同。且面对面的教学是教师早已擅长教学模式，延续面对面教学

是对以往有效教学方法的延续，同时很好地平衡了传统教学与新媒体教学。的目前基于我国优异的疫情

防控体系，新冠疫情并未出现大规模传播，海南省一直是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医学生仍然能够在较为

安全的环境下进行临床实践学习。我院教育管理人员坚持在严格的防疫制度保护下让医学生继续投入真

实的临床工作，始终坚持将医学生作为受监督的学习者与治疗团队一起工作，避免了因未直接进入病房、

未深入一线工作导致医学生缺失了临床参与感。 

3.5. 坚持在临床教学中推行导师制 

与其他大多数职业岗位不同，师生关系贯穿了医学职业的整个阶段，岗位工作中的“导师”是每一

位年轻医生成长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国已经在医学研究生阶段推行导师制多年，部分高校尝试在本科阶

段建立导师制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16]。临床教学阶段是医学生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最重要的时期，又面

临着就业和考研的双重压力，医学生的心境正处于最不稳定阶段。导师可以给予医学生思想指引，且一

对一的指导能够明确责任，使师生沟通和联系更加密切，进而促进教师的带教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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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院在临床教学中开展全程导师制，经过双向选择为医学生分配一名导师统管整个实习过程中的学

习、生活及心理情况。另外，衡量一名医生的岗位能力除了专业技术水平，还应包括科研能力，我院学

生导师的工作重点便是培养学生学术思维和科研入门。经过学院考核评估，选取科研水平过硬、人文素

质高的教师纳入教师库，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建立导师制度，对学生进行科研指导。在学生在各

科轮转期间，各科室将会指派治疗组导师负责临床岗位技能带教，主要抓学生在专科科室的技能学习。

我院将导师教学工作纳入职称考评及绩效考核系统，根据导师带教情况给予奖惩评定，督促导师认真完

成指导工作。 

4. 总结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医疗卫生行业，不仅是对中

国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救治能力的一场考验、也是对医学教育的一场考验。这场考验将现今医学教育中

存在的部分问题暴露出来，指明医院教育的目标是医学生的岗位能力。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实践，海南省

医学院附属海南医院逐渐形成了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教师与学生认可度高，推动我院教学

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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