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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又称模

拟病人，是指经过专业训练后能准确且恒定地表现

患者病情的健康人。在临床教学过程中负责记录

及评估医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并向其提出反馈意

见。作为教学方法，其具有方便、直观、高效等优

点，作为考试手段则可以有效规避医学考试中所涉

及的道德伦理问题。SP无论是在医疗还是护理，中

医还是西医领域教学体系中均有着良好的应用前

景［1-4］。“互联网+”概念最早在2012年11月的第五届

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其基本内涵是互联网与

各个传统行业的有机融合。“互联网+教育”“互联网+
医疗”等正是依托信息技术及网络平台深度整合而构

建的全新发展生态。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将SP
应用于临床教学较传统形式教学可明显提升教学效

果［5-7］。进入“互联网+”时代，SP临床教学又与即时通

讯、社交平台等相互结合，形成了更加新颖的临床教

学模式。本研究将互联网+SP引入妇产科介入进修

医师培训中，并探讨其应用效果。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3月—2019年9月在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妇产医院进修，且进修内容包含妇产科介入的

进修医师共60人，介入专科进修学习时间均为3个
月。由计算机随机分入观察组（n=30）和对照组（n=
30），观察组采取互联网+SP模式带教，对照组采取

单纯SP模式带教。

（二）研究方法

1. 基线调查和初始专科能力测评

每位进修医师进科前需填写一般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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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年龄、性别、从业时间、所在专业，并完成

入科考试，考试采用笔试形式，满分100分。

2. 教学模式

两组进修学员有相同的带教老师、学习目标及

教学时间表，并对其采用相同的病种案例教学。

单纯 SP教学。按进修教学大纲确定教学案例

（如产后出血、子宫腺肌病等）。在每一案例教学前

2周，向本组学员推荐相关教材书籍、文献资料，布

置预习任务，为现场SP教学做必要的理论准备。现

场教学时，由经过培训的本科室医生扮演SP。带教

老师带领本组学员与 SP互动完成相应案例的现场

临床教学，并对每位学员评分。模拟疾病诊治实战

过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病史采集、诊断分析、治疗

方案制定、介入手术技能等环节。现场教学结束

后，每位进修学员对教学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做好

笔记，用于结业考试的复习。

互联网+SP教学。同期互联网+SP组进修学员

建立微信群，以在线SP案例为主要教学形式。在线

SP案例教学前2周将相关参考资料电子文档通过微

信群向学员推送，学员可通过碎片时间进行学习。

预习内容推送2周后，约定统一时间，在群内组建在

线课堂，将妇产科介入专科教学案例制成短视频在

线上课堂分享。短视频中的 SP同样由经过培训的

本科室医生扮演。通过在线模拟远程诊疗的形式，

实现学员、SP及带教老师的实时互动教学及测评。

在线课堂学习结束后，所有在线素材电子文档均被

保存，以供学员复习。

3. 教学评估

为期 3个月的进修学习结束后，对两组学员

进行出科考试以评估学习效果。考试内容包括

临床思维、操作技能、医患沟通、病案书写、团队

协作等 5个方面，每项 20分，满分 100分。同时向

所有学员发放问卷，对两种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进

行评价。教学满意度评价指标有：有效激发学习

兴趣、高效的学习效率、学习时间自由、便于复

习，填“是”或“否”。

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

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选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一般情况和培训前专科水平

参与测试的进修医师共60人，年龄（33.2±4.4）岁，

男性占比 41.7%（25/60）。观察组及对照组群体在

年龄、性别构成、从业时间、专业以及入科考试成

绩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指标

年龄（岁）

性别［n（%）］

男

女

从业时间（年）

专业［n（%）］

妇产

介入/影像诊断

入科考试成绩（分）

观察组（n=30）
32.2 ± 4.4

12（40.0）
18（60.0）
8.1 ± 5.4

14（46.7）
16（53.3）
77.8 ± 9.2

对照组（n=30）
34.2 ± 4.1

13（43.3）
17（56.7）
10.0 ± 5.2

17（56.7）
13（43.3）
77.2 ± 8.9

P值

0.075
0.793

0.188
0.438

0.799

表1 一般情况和培训前专科水平

（二）进修学习效果评估

观察组学员在临床思维、操作技能、医患沟通、

团队协作 4个方面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病案书写得分，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表2）。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临床思维
16.3 ± 1.9
15.0 ± 2.1

2.524
0.014

操作技能
15.0 ± 1.8
13.8 ± 2.3

2.246
0.029

医患沟通
14.3 ± 1.7
13.1 ± 2.1

2.425
0.018

病案书写
15.1 ± 1.8
15.0 ± 1.9

0.070
0.945

团队协作
14.7 ± 1.6
13.6 ± 1.8

2.551
0.013

表2 进修学习效果评估 （分，x±s）

（三）教学满意度评价

两组学员针对各自所接受的教学模式是否能

有效激发学习兴趣、是否有高效的学习效率、学习

时间是否自由、是否便于复习等 4项问题进行问卷

反馈。观察组 4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3）。

指标

有效激发学习兴趣

高效的学习效率

自由的学习时间

便于复习

观察组（n=30）
回答“是”

22
16
24
25

比例（%）

73.3
53.3
80.0
83.3

对照组（n=30）
回答“是”

18
12
19
13

比例（%）

60.0
40.0
63.3
43.3

P值

0.032
0.038
0.028
0.001

表3 教学满意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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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SP 教学，是指在预先人为设置的临床情境

下，为学习者提供可重复的实践机会，从而快速

提高临床基础技能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期望越来越

高，对不当医疗行为的容忍度正逐渐降低。SP教

学及评估体系应运而生［8］。模拟患者的方法不

仅可作为教学手段，同时也可看作一种评价体

系，用以检验学习者对临床知识的掌握程度。同

时 SP 教学体系可将医学生较高风险的学习实

践、经验总结以及试错过程，由普通患者转移至

SP，从医学伦理及医疗安全方面考虑都有积极意

义，在完成临床教学任务的同时，减少了患者的

不适，体现了人文关怀。这本身就是对“以患者

为中心”临床理念的最好诠释。

更加严格规范的SP案例设计［9］；专业化的SP人

员培训［10］；对医学生实施SP与真实患者混合的盲法

教学；与人工智能相结合，部分侵入性操作采用人

工仿真体替代［11］；区域性 SP共享［12］；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等方面是 SP教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知识社

会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思维已逐渐深入

人心。简单来讲，“互联网+”就是互联网与各个传

统行业的有机结合，其中也包括互联网与SP教学融

合后形成的互联网+SP教学这一临床教育新生态。

传统教育与互联网有机整合后，可使教学效率倍

增，减少时空束缚。本文以妇产科介入进修教学为

切入点，通过对比分析，初步证实了互联网+SP教学

形式相较于单纯SP教学，在学习效果以及教学满意

度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可在其他医学教育教学

中，如医学本科生、硕士生的临床实践以及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等临床教学中做进一步推广。在教

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互联网+SP教学体系，

提高教学效果，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教学工作。现代

教育正经历由讲座式教学，到以问题为导向的教

学，再到翻转课堂教学［13］的演进，学生参与度不断

提升。未来，互联网+SP教学模式还可与翻转课堂

教学相结合，形成线上SP+翻转课堂教学形式，具有

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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