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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目前临床教学工作中普通外科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方法：纳入我院普外科在读

硕士研究生18名作为研究组，另纳入同期普外科在读硕士研究生18名作为观察组，对两组研究生按照不

同的培养模式进行教学，比较两组研究生的教学效果。结果：在临床工作、外科技能、英语能力和科研

素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两组研究生中，对其中一组加强外科技能、英语能力和科研素养培训，6月之

后两组研究生外科技能、英语能力和科研素养考核成绩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对另一组加强外科技能、

英语能力和科研素养的培训，半年之后两组研究生外科技能、英语能力和科研素养考核成绩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在普外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在临床工作中，结合英语能力、外科技能

和科研素养的提升，对塑造一名优秀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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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mode of general surgery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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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18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general 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and 18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general surgery department were includ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two group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were taught according to dif-
ferent training mode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was 
compared. Result: Among the two groups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clinical work, surgical skills, English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the differ-
ence in the assessment scores of surgical skills, English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6 month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other group was given en-
hanced training on surgical skills, English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complishment. After 
half a yea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surgical skills, English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complish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In the train-
ing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master of general surgery, in clinical work, combined with the im-
provement of English ability, surgical skill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complishment, it is of great 
help to mold an excellent professional master of gener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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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着居多压力。科学

技术的发展和医学理论及技术的更新，患者及其家属需求的不断提升，对从医者提出了全新的、更高层

次的要求。普通外科学是外科体系中的基石，当今我国培养普外科医师的模式是从本科学习后到研究生

阶段学习，甚至到博士阶段，这样才能进入临床的工作当中去从事普外科的工作。在这期间，专业型研

究生阶段的学习至关重要[1]。在现今的临床教学中，如何充分把握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求学时间，培养出

优秀的普外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是作为一名临床医学教师需要深思和探讨的。本研究在纳入我院普外科

在读硕士研究生 18 名作为研究组的基础上，另纳入同期普外科在读硕士研究生 18 名作为观察组，对两

组研究生进行不同模式的教育培养，比较两种教育模式效果的差异，探讨更适合当今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模式。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纳入我校 2022 年 9 月新入学的普外科硕士研究生 36 名，随机分为研究组和观察组，两组研究对象

各 18 名。36 名研究对象中男生 30 名，女生 6 名，年龄(24.92 ± 5.21)岁。研究组男生 16 名，女生 2 名，

年龄(24.45 ± 4.97)岁，观察组男生 14 名，女生 4 名，年龄(24.01 ± 6.06)岁。两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和年龄

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2) 充
分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3) “四证合一”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排除标准：1) 不能全程参加研究的硕士

研究生；2) 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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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对两组研究生按照不同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对研究组和观察组两组硕士研究生先进行 4 个月的专

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采用常规集中授课方式，并在课程结束后进行闭卷考试。基础理论课程学习结

束后，研究组硕士研究生在作为一名住院医师身份进行临床工作的同时，进行普外科科研论文和专业英

语的加强学习，观察组硕士研究生在临床工作同时，对外科临床技能进行加强学习，两组研究对象按上

述培养模式培养 6 个月(2022.01~2022.06)，比较两组临床工作、外科技能、英语能力、科研素养和学习

能力的差异。随后对研究组进行外科临床技能加强学习，对观察组进行普外科科研论文和专业英语的加

强学习，培养模式 6 个月(2022.07~2022.12)。 
普外科科研论文学习模式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每周阅读国内国外高质量文献 5篇(国外文献数量不少

于一半)，选择 1 篇作为精读文献，并制作 PPT 对文献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其中涵盖的科学

理念进行深度分析，与导师和同学共同探讨。专业英语的加强学习模式为每周参加 2 次英语早交班，并

参加加强学习时间段内的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每两周进行一次英语病例分享。外科临床技能加强学习模

式主要为除参与临床外科手术学习外，每周两次参加外科教研室组织的技能培训，包括拆线、换药、缝

合、打结等外科基本技能的培训。 
在理论知识考核结束时(2022.12)、第一阶段模式培养结束时(2023.06)和第二阶段模式培养结束时

(2023.12)，对两组研究生进行临床工作、外科技能、英语能力、科研素养的综合考核(百分制)，探讨各类

培养模式对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能力的提升。 
采用 SPSS 26.0 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均数 ± 标准差描述计量资料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以 X2检

验比较两组硕士研究生性别的差异，以 t 检验比较两组硕士研究生在临床工作、外科技能、英语能力和

科研素养方面的差异，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研究对象临床工作考核结果比较 

两组研究生临床工作考核分为病史采集、病历书写、查体、诊断思维和制定治疗方案 5 个方面(病史

采集 15 分，病历书写 20 分、查体 25 分、诊断思维 25 分、治疗方案 15 分，共计 100 分)。2022 年 12
月对两组研究生进行临床工作考核，两组研究对象临床工作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742, P > 0.05)。
2023 年 6 月两组研究对象临床工作考核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0.529, P < 0.05)，研究组和观察组研究

生 2023 年 6 月临床工作考核成绩较 2022 年 12 月均有所提高(t = 0.226、0.871，P < 0.05)，而两组 2023
年 12 月较 2023 年 6 月临床工作考核成绩同样有所提高(t = 0.317、0.345, P < 0.05)，2023 年 12 月，研究

组临床工作考核成绩较观察组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805, P > 0.05) (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work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1. 两组研究生临床工作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临床工作考核成绩 
(2022.12) 

临床工作考核成绩
(2023.06) 

临床工作考核成绩 
(2023.12) 

研究组 85.60 ± 19.71 88.74 ± 26.12 94.82 ± 20.79 

观察组 86.03 ± 24.77 91.59 ± 29.74 94.51 ± 25.86 

t 值 0.742 0.529 0.805 

P 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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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研究对象外科技能考核结果比较 

两组研究生外科技能考核包括拆线、换药、缝合和打结 4 个项目(各项目 25 分，总分 100 分)。2022
年 12 月对两组研究生进行外科技能考核，两组研究对象考核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556, P > 0.05)。
2023 年 6 月两组研究对象外科技能考核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0.474, P < 0.05)，研究组和观察组研究

生 2023 年 6 月外科技能考核成绩较 2022 年 12 月均有所提高(t = 0.116、1.174, P < 0.05)，两组研究对象

2023 年 12 月较 2023 年 6 月外科技能考核成绩均有所提高(t = 0.984、1.247, P < 0.05)，2023 年 12 月，研

究组外科技能考核成绩较观察组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845, P > 0.05) (详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urgical skills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2. 两组研究生外科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外科技能考核成绩 
(2022.12) 

外科技能考核成绩
(2023.06) 

外科技能考核成绩 
(2023.12) 

研究组 80.56 ± 21.41 85.36 ± 24.11 91.01 ± 29.71 

观察组 79.02 ± 19.57 88.89 ± 30.14 90.78 ± 30.24 

t 值 0.556 0.474 1.845 

P 值 >0.05 <0.05 >0.05 

3.3. 两组英语能力考核成绩结果比较 

两组研究生英语能力考核方式分为公共英语考核和专业英语考核，各占 50 分，共 100 分。2022 年

12 月对两组研究生进行英语能力考核，结果提示考核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447, P > 0.05)。2023
年 6 月两组研究对象英语能力考核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147, P < 0.05)，研究组和观察组研究生

2023 年 6 月英语能力考核成绩较 2022 年 12 月均有所提高(t = 1.217、0.254, P < 0.05)，两组研究对象 2023
年 12 月较 2023 年 6 月英语能力考核成绩都有提高(t = 2.163、1.712, P < 0.05)，2023 年 12 月，研究组和

观察组英语能力考核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2.087, P > 0.05) (详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3. 两组研究生英语能力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英语能力考核成绩 
(2022.12) 

英语能力考核成绩
(2023.06) 

英语能力考核成绩 
(2023.12) 

研究组 75.22 ± 25.14 82.17 ± 31.77 87.99 ± 23.17 

观察组 74.95 ± 24.99 82.13 ± 25.02 88.10 ± 27.64 

t 值 0.447 1.147 2.087 

P 值 >0.05 <0.05 >0.05 

3.4. 两组科研素养考核成绩结果比较 

两组研究生科研素养考核方式为综述撰写，计分为 100 分。2022 年 12 月对两组研究生进行科研素

养考核，结果提示考核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2.471, P > 0.05)。2023 年 6 月两组研究对象科研素养考

核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521, P < 0.05)，研究组和观察组研究生 2023 年 6 月科研素养考核成绩较

2022 年 12 月均有所提高(t = 2.114、1.947, P < 0.05)，两组研究对象 2023 年 12 月较 2023 年 6 月科研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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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成绩都有提高(t = 0.172、1.338, P < 0.05)，2023 年 12 月，研究组和观察组科研素养考核成绩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 = 0.241, P > 0.05) (详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4. 两组研究生科研素养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科研素养考核成绩 
(2022.12) 

科研素养考核成绩
(2023.06) 

科研素养考核成绩 
(2023.12) 

研究组 70.12 ± 14.66 78.01 ± 26.47 82.14 ± 26.19 

观察组 70.69 ± 20.14 73.21 ± 21.11 83.22 ± 24.12 

t 值 2.471 1.521 0.241 

P 值 >0.05 <0.05 >0.05 

4. 讨论 

每个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在学生刚入学阶段有半年左右的基础理论学习阶段，选择是集中常规授

课，还是弹性授课，是根据每个高校的自身情况都有所不同的。专业型普外科硕士研究生课堂的学习十

分重要，授课专业课程包括：外科前沿技术、医学英语、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循证医学、论文写作

等。对于研究生阶段培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也为研究生培养打下一些理论基础[2]。 
外科临床技能的培养是研究生培养重要组成部分，普外科有相关的专业有：甲状腺乳腺专业、肝胆

专业、胃肠专业、胰腺专业、肛肠专业，甚至部分医院血管外科专业也归属于普通外科范畴。对于研究

生无菌观念的培养、手术室管理，培养腹部外科手术是以开放性手术、腔镜手术为主的手术方式，对普

外科基础操作、腔镜技能的培训至关重要。我们不能仅仅只重视外科的操作，对于新入院患者病情的梳

理、实验室的诊断、影像学的证据、综合的对疾病进行初步诊断、得出治疗方案、手术方式、如何与患

者及家属沟通交流、术后康复、并发症的应对。在以上的过程中，带教老师可以鼓励学生们查阅相关文

献，达到迅速熟悉的目的[3]。本研究显示，在外科技能无差异的两组研究生中，对其中一组加强外科技

能的培训，6 月之后两组研究生外科技能考核成绩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规范加强外科技能培训对

一个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大有帮助。而外科技能的培养对提升临床工作水平有正面影响，先进行外

科技能培养的硕士研究生的临床工作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英语能力在医学的高等教育学习阶段十分重要，在普通外科的学习中也亦是如此。专业相关前沿的

动向都是以英文文献呈现而出的[4]。不能向本科阶段学习仅仅只是生硬的背单词。而是要全方位的、充

分的、立体的进行学习。本研究显示，在英语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两组研究生中，对其中一组加强

英语学习，6 月之后两组研究生英语能力考核成绩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对另一组加强英语学习，半

年之后两组研究生英语能力考核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显示，规范持续的英语学习对提高研

究生的英语水平有一定的帮助。硕士研究生的英语能力培养包括课堂医学英语学习、导师布置的英文文

献的精细阅读，对于自己研究方向也要尽早规划，对于该方向前沿要有一定的文献阅读量积攒，这样即

提升对专业单词的认识，也对许多英语语法有了复习和巩固，可以在空闲之于观看英文原版电影、央视

的 CGTN 等都是提高英文听力很好的途径。在研究生二年级初期可以尝试撰写综述，写一些简单的论著，

甚至是一些低影响因子的 SCI，以达到学以致用。研究生阶段拥有英文文献的发表对于自己以后继续深

造、博士就读、职业生涯都是坚实的基础。在研究生阶段，英语六级的通过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衡量

一名学生的英语基本水平的客观标准。 
本研究显示，在科研素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两组研究生中，对其中一组科研素养注重培训，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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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两组研究生科研素养考核成绩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对另一组加强科研素养的培训，半年之后两

组研究生科研素养考核成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显示，重视科研素养的培训，对研究生的科研

意识、科研思维、科研能力都有所提升。硕士研究生能够在 3 年研究生求学阶段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科研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的核心竞争力[5]。一个研究生跟本科生的巨大区别，是有没有经过系统的科

学研究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是极其重要的。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通过临床工作的接触病人的经验、本专

业文献的积累、高校学术氛围和环境的影响、各科室临床带教及导师指导，让学生们对科研产生浓厚的

兴趣，达到科研意识的培养。所有大学教师必须要有科研意识，要有创新思维，要积极参与科研团队，

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科研思维是科研活动中最为关键的，比科研技能更重要。科研思维贯穿科研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

提出科学问题、根据问题构建科学假说、根据假说设计实验思路、实施实验后分析实验结果、根据实验

结果调整甚至再构建科学假说。科研能力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科研能力就包括

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浏览文献、研究文献、总结文献、发现切入点、实验

设计、实验操作、综合结果、撰写论著论文等一系列任务。科研能力是处理以上这些问题的能力。对于

普外科专业型研究生的科研实训活动来说，我们要教会学生的不是搞什么科研，而是怎么搞科研。科研

能力的培养不仅包括具体的创新精神、动手能力、思维能力，还包括基本的科研素养。研究生一定要突

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科研论著、科研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体现，也是科研思维体系的展现。科研撰写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将自己的发现传达给世界。 
在许多高校、甚至知名高校的研究生阶段不要求发表论著、综述，这样对于研究生的学习压力相对

小，不利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综述性的学术论文写作，需要学生们对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

进行搜集、分析、归纳、整理，以一定的目的性和针对性而写成的专题性或专项性的综合述评文章，能

够反映出本专业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并呈现出普外科专业研究生关注科研的新动向、新趋势

[6]。 
当今时代发展十分迅速，各各行业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的进步，日新月异。对于普外科专业型

研究生毕业后，也仍然要保持对自己的、感兴趣的专业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知识的更新。同时，也有部

分普外科专业型研究生毕业后无法在自己本专业继续进行就业和进一步深造。那么，对自己在研究生阶

段的学习模式、学习方法更要延续和发扬，这样可以迅速的再新的邻域迎头赶上。 
在普外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在临床工作中，结合英语能力、外科技能和科研素养的

提升，对塑造一名优秀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有很大的帮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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