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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

深入，社会对卫生管理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

高要求［1］，但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培养的卫生事业

管理人才与社会要求脱节，应用型卫生事业管理

人才存在巨大缺口［2］。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对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是四年制教

学，前三年半是理论课程学习，后半年是毕业实

习。实习是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一种

教学实践活动，是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管

理的技术和艺术性”必须要到实践中去体会和理

解［3］。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上海教研室是在

2003年建立的上海杨浦实习基地的基础上逐步发

展起来的，承担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实习

带教工作，教研室本部设立在上海市某三级医院，

包括若干个教学实习医院。上海教研室本部由主

任、副主任、教学秘书及若干带教老师组成，除了

日常的实习带教工作，本部还承担着学校与其他

教学实习医院之间的纽带作用。根据学校的实习

大纲，教研室本部会详尽地制定每一届实习生的

实习计划，包含实习科室轮转表、实习小讲课、论

文指导等，其他教学实习医院会参照本部的实习

计划，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医院内部的实习

安排。上海教研室本部和其他教学实习医院会不

定期地开展教学工作交流；每年上海教研室会接

受医政学院的中期教学检查，各实习医院的带教

老师共同参加，对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和交流，以促

进实习质量的持续改进。

在为期半年的实习期内，如何发挥好教研室

的作用，培养适应于医院管理的实用型卫生事业

管理人才，是上海教研室重点探索的问题。本文

对以往在上海教研室实习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学

生进行调查，比较分析上海教研室本部和其他实

习医院的带教模式，总结经验并据此提出相应的

改进措施。

一、对象和方法

（一）调查对象

根据上海教研室带教工作的实际情况设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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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对2003—2018年在上海教研室实习的77名卫

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

（二）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籍贯、工作地、实习单位、工作单位性

质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实习医院带教评价，包

括岗前培训、轮转科室安排、医院管理实务小讲课、

毕业论文指导、人文关怀、工作氛围等方面。问卷

中涉及满意程度、必要性程度、重要性程度等评价，

由低到高分别赋予 1、2、3、4、5分，由调查对象进行

相应打分。

（三）调查方法

2019年1月22—25日，借助南京医科大学医政

学院上海教研室微信群，运用问卷星开展线上调

查。本次调查回收问卷77份，剔除5份不合格问卷，

有效问卷7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3.50%。数据经核

查和整理后，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 果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中，女生人数较多，占比73.6%；81.9%来自

江苏省；现工作地主要分布在上海市（56.9%）和江

苏省（37.5%）；61.1%曾在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实习；

实习结束后，62.5%在医院就业，13.9%的工作与医

疗行业无关；23.6%继续读研深造（表1）。
（二）上海教研室带教模式

由表 2可知，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均为实习生安

排了岗前培训，而某些实习医院有所缺失。在实习

轮转科室安排方面，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大部分实习

生安排的轮转科室大于 3个，每个科室实习时间较

平均（68.18%）。其他实习医院安排的轮转科室小

于 3 个，某些科室实习时间较长的占比较大

（46.43%）。自2013年起，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尝试在

轮转科室中增加临床科室，其他实习医院未曾安排

过临床科室实习。上海市某三级医院为每届实习

生均安排了论文指导老师，经指导的毕业论文优秀

率达68.18%，高于其他实习医院（42.86%）。

（三）上海教研室带教模式评价

表 3 显示，调查对象对医院安排岗前培训

［（4.56±0.87）分］、临床科室实习［（4.28±0.84）分］、医

院管理实务小讲课的必要性［（4.63±0.72）分］打分

较高，且在上海市某三级医院和其他医院实习的学

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习生对上海市某三

级医院的实习轮转科室安排、带教老师的带教水

平、毕业论文指导水平、师生关系、人文关怀、工作

氛围等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其他实习医院，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实习生对实习轮转科室安排

［（4.15±0.97）分］、实习医院的食宿条件［（3.81±

0.94）分］、实习考核方式的合理性［（3.40±1.76）分］

满意度较低。

（四）上海教研室本部带教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实习生带教质量的因

素包括带教老师的带教水平、医院老师的论文指导

水平、医院管理实务课程、完善的考核体系、轮转科

室安排、师生关系、医院的食宿条件、医院的工作氛

围、人文关怀等方面。图 1纵轴是曾在上海市某三

级医院实习的学生认为影响实习医院带教质量因

素的重要性程度，横轴是影响带教质量因素的绩效

表现。结果显示，带教老师的带教水平、医院老师

的论文指导水平、医院管理实务课程的重要性程度

高，其绩效表现也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应继续保

持。轮转科室安排、完善的考核体系重要性程度较

高，但是实际绩效表现低于均值，因此，上海市某三

级医院应改进轮转科室安排和实习生考核制度。

三、讨 论

（一）上海教研室带教模式探讨

本研究表明上海教研室本部与其他实习医院

的带教模式存在差异。本部的带教模式包含岗前

培训、临床科室实习、医院管理实务小讲课、毕业论

文指导、营造积极的实习环境等方面，而其他实习

医院在岗前培训、临床科室实习等方面存在缺失。

医院安排岗前培训、临床科室实习以及医院管理实

分类
性别

籍贯

工作地

实习单位

本科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性质

工作与医疗行业是否相关

女
男

江苏省
上海市
其他省

江苏省
上海市
其他省

上海市某三级医院
其他实习医院

就业
读研深造
完成后两年法学课程（六年制双学位）

医院
企业
政府机关或其他事业单位
其他（读研、完成法学课程等）

是
否

人数

53
19
59
3

10
27
41
4

44
28
51
17
4

45
6
6

15
62
10

构成比（%）

73.6
26.4
81.9
4.2

13.9
37.5
56.9
5.6

61.1
38.9
70.8
23.6
5.6

62.5
8.3
8.3

20.8
86.1
13.9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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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小讲课的必要性不但得到了南京医科大学卫生

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的认可，而且与国内众多学者的

研究观点相契合。实习生对论文指导、实习环境等

方面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实习医院。上海教研

室本部的带教模式优于其他实习医院。

袁秀琴等［4］实践表明通过岗前培训，实习生能

够快速了解医院概况、实习要求，自律自觉地服从

医院的带教管理。医院安排实习生岗前培训，可以

促进医院规范实习生带教及管理过程，帮助学生了

解医院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内容，对医院管理

有一定的初步认识。

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既有医学背

景、又懂管理知识的卫生管理专业人才。周全［5］、刘

大钺［6］等的研究指出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学生缺乏临

床知识，在遇到与医疗关系紧密的问题时，往往不

知从何入手。许德华等［7］提出增加卫生事业管理专

业学生临床实习的建议。南京医科大学卫生事业

管理专业实习生的本科教育中涉及临床专业的课

程较浅，不了解临床工作势必会给他们今后走上医

院管理工作岗位带来困难。在开放式题目中，很多

未曾经历临床实习的学生也纷纷提出希望医院安

排临床科室实习的建议。自2012年起，上海市某三

级医院开始安排实习生至临床科室实习，让实习生

参与临床交班、教学查房、科务会以及临床行政事

实习安排

实习医院是否安排岗前培训

实习科室的轮转安排

轮转科室中是否包含临床科室

实习医院是否安排医院管理实务小讲课

实习医院是否安排老师进行论文指导

您的毕业论文是否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实习医院是否有针对实习生的考核

是
否

轮转科室较少（1~3个科室），每个科室实习时间较平均
轮转科室较少（1~3个科室），某些科室实习时间较长
轮转科室较多（大于3个科室），每个科室实习时间较平均
轮转科室较多（大于3个科室），某些科室实习时间较长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上海市某三级医院
人数

44
0
2
4

30
8

21
23
38
6

44
0

30
14
38
6

构成比（%）

100.00
0.00
4.55
9.09

68.18
18.18
47.73
52.27
86.36
13.64

100.00
0.00

68.18
31.82
86.36
13.64

其他实习医院
人数

19
9
1

13
11
3
0

28
16
12
23
5

12
16
20
8

构成比（%）

67.86
32.14
3.57

46.43
39.29
10.71
0.00

100.00
57.14
42.86
82.14
17.86
42.86
57.14
71.43
28.57

表2 上海教研室带教模式

实习单位带教评价

安排实习生岗前培训的必要性

安排临床科室实习的必要性

对实习轮转科室安排的满意度

安排医院管理实务小讲课的必要性

医院带教老师的带教水平

医院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水平（医院无论文指导老师，不用回答此题）

实习考核方式的合理性（若无考核，不用回答此题）

对实习医院的师生关系的满意度

对实习医院的人文关怀的满意度

对实习医院的工作氛围的满意度

对实习医院的食宿条件的满意度

上海市某三级
医院（n=44）
4.61 ± 0.90
4.48 ± 0.79
4.32 ± 0.86
4.73 ± 0.69
4.61 ± 0.54
4.80 ± 0.41
3.70 ± 1.50
4.75 ± 0.49
4.68 ± 0.52
4.68 ± 0.52
3.82 ± 0.95

其他实习
医院（n=28）
4.46 ± 0.84
3.96 ± 0.84
3.89 ± 1.10
4.46 ± 0.74
4.14 ± 0.93
4.26 ± 0.86
2.93 ± 2.04
4.46 ± 0.64
4.36 ± 0.73
4.36 ± 0.68
3.79 ± 0.96

总计（n=72）
4.56 ± 0.87
4.28 ± 0.84
4.15 ± 0.97
4.63 ± 0.72
4.43 ± 0.75
4.61 ± 0.65
3.40 + 1.76
4.64 ± 0.56
4.56 ± 0.63
4.56 ± 0.60
3.81 ± 0.94

P值

0.482
0.070
0.011
0.132
0.008
0.001
0.067
0.035
0.031
0.025
0.888

（分，x±s）表3 上海教研室带教模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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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帮助实习生熟悉临床工作内容，树立为临床服

务的理念。

医院的各个职能部门一般分工明确、工作繁

忙，且实习生在每个科室实习的时间有限，因而，安

排实习生从事一些较为重复、琐碎工作的现象难以

避免，实习生得到从事具体工作，系统完成任务的

机会较少［8］。邵海亚［1］提出举办医疗文件的书写、

国内外卫生事业管理的最新动态等专题讲座，可以

让学生早日接触到医院管理工作。上海教研室会

定期安排医院管理实务小讲课，课程包括医院的宏

观管理、医院职能部门管理、现代医院质量管理工

具的应用介绍、当下医院管理的新路径新方法等，

帮助实习生系统地了解医院职能科室的工作内容

和当下医院管理实务中的热点问题，授课者均由本

部和其他实习医院具有丰富医院管理经验的副高

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

在毕业论文指导方面，上海教研室本部实习生

毕业论文的高优秀率与上海市某三级医院一直采

用的“校内、校外双导师制”密不可分，即由校内外

导师共同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指导，且以学校外

聘的实习单位导师辅导为主。这一做法与孟开等［9］

设立“双向导师制”的观点不谋而合。校外导师从

医院管理实务角度对论文选题、开题报告、数据收

集等进行指导，学生可以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进而深入地了解医院管理工作。医院会根据

学校的要求制定上海教研室的论文撰写计划，分阶

段进行指导：在科室轮转阶段，先结合各科工作内

容，查找文献，选定论文撰写方向，完成开题报告和

综述；选择与论文写作方向相关的科室定岗实习，

完成数据收集和分析，撰写成文。此外，教研室还

专门安排了开题报告和科研论文撰写的小讲课，并

在学生实习结束前安排论文预答辩。

徐菊等［10］指出积极的实习环境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上海市某三级医院的带教老

师会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营造轻松的实习

环境，在带教过程中给予他们信任，放手让实习生

们大胆地去做事，用心指导，从而更好地激发他们

的实习意愿，增加他们的自信心。此外，教研室鼓

励实习生参与医院的各项活动，如医院管理论坛、

志愿者活动、社区多学科流行病学调查、手卫生调

查等，通过这些举措让外省市的实习生们更好地融

入医院管理工作中。

（二）上海教研室带教工作改进建议

调查表明，实习生对上海教研室本部的实习轮

转科室安排和实习生考核的满意度虽高于其他实

习医院，但这两方面的绩效表现均低于其重要性程

度。因此，上海教研室在实习轮转科室安排和实习

生考核两方面仍需进一步提高。

首先，在实习轮转科室的安排上，应避免科室

过少，个别科室实习时间过长的现象，均衡安排各

科室的实习时间，保证实习生在实习期内能尽可能

多地了解医院不同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内容。

其次，教研室应持续追踪科室带教质量，定期与轮

转科室的带教老师进行交流，监督科室对学生的实

习安排是否切合教学性质，避免将学生当做免费劳

动力却没有技能知识传授的现象。同时应将学生

的需求及时反馈给各科室的带教老师，及时调整带

教方式和教学内容，促进科室带教质量的提升。

考核是评价实习带教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上

海教研室对实习生的考核主要包括劳动纪律、上课

考勤、实习科室评定三方面，考核方式和内容较为

简单。教研室应采取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予以改进，

建立过程面和结果面考核并重的以实践能力提升

为导向的考核体系，根据考核结果，改进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持续提升实习质量。

综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上海教研室历经

15年，实习生由最初的 4人发展到现在近 140人的

队伍，形成了“学习共进、就业互帮、师生共赢、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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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影响上海教研室本部带教质量因素的重要性绩效表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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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的实习基地文化。上海教研室的发展和取得

的成果离不开院校之间的紧密联系。未来上海教

研室应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实现各实习医院之间

的教学资源共享，带教经验分享，使各个实习点的

带教工作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并将本部的带教模

式推广至其他实习医院，乃至南京医科大学在其他

省份的卫生事业管理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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