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2期 总第103期
2021年4月

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健康，当今医学教育正处于全球科技革命、健

康中国战略、医教协同三大机遇交汇之际［1］。面对

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

医学教育。在近几年出台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

强化临床实践教学环节，进一步提升医学生临床

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加强医学人才培养，这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的基础工程，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外科学作为我国临床医学的主要课程，是培养医

学生外科学基础技能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医学

生临床思维、临床实践能力、医患沟通能力的重要

课程［2-4］。在传统医学教育下，医学生进入临床实

习后，往往不能很快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融

会贯通地运用于临床，缺乏有效的医患沟通，影响

医学生进入医院后的角色转化［5］。随着生物医学

模式的转变及伦理学的要求，传统的教育方式已

不能满足医学教育的需要，模拟医学教育得以迅

速发展。

医学模拟教学（simulation teaching）是指充分利

用医学模拟技术创设出仿真临床模拟场景和模拟

患者，代替真实患者进行临床教学和实践的教育方

法，可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无风险的学习临床知识和

掌握临床技能的条件与环境［6-9］。通过模拟训练，医

学生可以将所学到的外科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与

临床问题有机结合，提高医学生对外科临床问题的

处理能力，培养敏捷、正确的临床思维，从而使其在

今后的临床实践中减少、避免医疗事故和纠纷的发

生［10］。本文对2018—2020年“5+3”一体化培养的八

年制临床医学本科的外科学基础实践课程，采用以

临床案例或情景为基础的模拟教学法进行临床技

能培训，观察模拟教学在外科基本操作技术教学中

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总体进展顺利，反馈良好，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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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拟教学法在外科基础教学中的实施过程

（一）学生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连续三年对南京医科大学“5+3”一体化

培养的八年制临床医学本科三年级学生（已完成病

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基础课程，以及诊断学、外科学

总论及操作的课程），采用以临床案例或情景为基

础的模拟教学法，进行外科学基础的教学及外科临

床技能培训。2018年学生有150人，其中男生92人
（61.33%）；2019年学生有 244人，其中男生 105人

（43.03%）；2020年学生有 233人，其中男生 117人

（50.21%）。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学生对模拟教学的

了解情况。纵观三年学生对模拟教学的了解情况，

既往接触过模拟教学的学生比例逐年增加（26.00%
~48.93%），但知道如何进行模拟练习并且能够主动

进行模拟训练的学生比例较低，为28.67%~39.48%；

此外，每年均有约50%的学生对模拟教学没有很好

地理解，大部分学生不会主动学习相关项目的操作

方法或者自己进行操作训练（表1）。

是否接触过模拟教学

是

否

知道如何进行模拟练习

是

否

对模拟教学是否有很好的理解

是

否

会主动学习相关项目的操作方法

是

否

会自己进行模拟训练

是

否

2018年

039（26.00）
111（74.00）

043（28.67）
107（71.33）

071（47.33）
079（52.67）

082（54.67）
068（45.33）

045（30.00）
105（70.00）

2019年

084（34.43）
160（65.57）

081（33.20）
163（66.80）

100（40.98）
144（59.02）

111（45.49）
133（54.51）

063（25.82）
181（74.18）

2020年

114（48.93）
119（51.07）

092（39.48）
141（60.52）

113（48.50）
120（51.50）

134（57.51）
099（42.49）

82（35.19）
151（64.81）

χ2值

22.33

05.01

03.05

07.40

04.99

P值

< 0.001

< 0.082

< 0.218

< 0.025

< 0.083

表1 此次课程前学生对模拟教学的了解及主动练习情况 ［n（%）］

（二）师资情况

模拟教学对临床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

带教老师均是具有主治及以上资格的外科医师，在

进行教学之前进行试讲上岗及教学培训等；培训合

格的教师依据教学大纲，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

外科实践教学进行集体备课，认真设置教学内容，

有针对性地设计模拟案例及模拟情境，对教学的每

一环节进行细致的安排，同时避免教学内容差异带

来的研究结果偏倚。

（三）模拟教学流程

所有纳入学生均采用模拟教学法进行带教，所

有带教老师集体备课，精心设计案例、创设模拟情

境，包括张力伤口缝合、感染伤口拆线和术后引流

管拔除等。①由带教老师根据模拟的临床案例进

行操作前指导：介绍相关案例的背景知识和模拟环

境，并详细介绍操作中需要使用或可能使用的临床

模拟教学设备和操作器材、物品。②对学生进行分

组，每组 10人，1人担任主治医师角色，承担主操作

者的任务；2人担任住院医师角色，承担助手的任

务；1人担任患者的角色；其余学生担任观察者的角

色；每一轮模拟操作后互换角色。③带教老师分别

向学生展示各种案例在临床操作过程中的操作原

则、操作技巧和注意事项，再由分配好角色的学生

通过模拟教学设备处理设立好的临床案例，让医学

生进入临床实战的情境中，独立处理临床问题；其

余学生进行观察并打分。④模拟处理结束后，根据

学生操作完成度、沟通细节、团队合作情况，带教老

师再次进行讲解并指出不足。⑤所有学生再次通

过模拟教学设备反复开展训练，以掌握每项临床操

作的基本步骤和过程，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医

患沟通能力。

模拟教学结束后，先由学生对自己承担的任务

进行总结，分析临床案例处理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以及在模拟操作过程中的心得体会，随后进行学生

互相点评，提出存在问题及改进的措施。带教老师

全程观察整个外科模拟实践过程，对各组学生的

外科操作进行点评并给出意见。内容主要包括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操作前准备是否充分、操作是

否规范、团队合作能力、医患沟通技巧等方面。对

于外科操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给出指导意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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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根据临床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将实践内

容进行延伸巩固提高，真正实现医学生到医生角

色的转化。

（四）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

依据教学内容及可能取得的教学效果，组织内

容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课程参与程度，对模拟

教学课程及教师带教水平的满意情况，以及提升实

践能力、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医患

沟通能力等方面。在外科模拟教学结束后向学生

推送问卷调查小程序，所有学生均完成答卷并反

馈。将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 Excel及 STATA 11.0
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

二、模拟教学法在外科基础教学中的效果评价

（一）学生对模拟课程开展的满意度分析

模拟课程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学

生对模拟课程开展的满意度情况。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参与模拟教学课程的学生对外科模拟教学的

总体满意度均为 98%以上，对模拟教学教具制作

（仿真度）的满意度达到了 95%以上。模拟教学对

临床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带教老师对教学

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细致的安排。通过外科模拟教

学课程的开展，所有学生均对带教老师满意。

（二）模拟课程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临床实践

技能及沟通能力等分析

同样，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学生对模拟教

学课程作用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学

生认为模拟教学课程的开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

解模拟教学的原则，模拟教学课程给他们提供了半

真实的临床实践体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通

过模拟教学的开展，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外科操

作、更加牢固地掌握外科实践技能；同时，94%以上

的学生认为以临床实际案例及场景为基础的模拟

教学能够提高他们的医患沟通技巧及人文关怀意

识。此外，相比于临床实际工作，模拟教学减轻了

学生以真实患者作为学习对象时的压力，并且通过

预先的模拟课程的学习，增强了今后面对真实患者

处理类似情况的信心（表2）。

调查项目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模拟教学原则

是
否

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外科操作
是
否

模拟教学提供了半真实的体验
是
否

对知识/技能掌握更加牢固
是
否

提高了应用知识的能力
是
否

提高了医患沟通技巧
是
否

提高了人文关怀意识
是
否

激发了学习兴趣
是
否

减轻了以真实患者为学习对象时的压力
是
否

增强了今后面对真实患者处理类似情况的信心
是
否

2018年

149（99.33）
001（0.67）

149（99.33）
001（0.67）

147（98.00）
03（2.00）

148（98.67）
02（1.33）

149（99.33）
01（0.67）

141（94.00）
09（6.00）

143（95.33）
07（4.67）

147（98.00）
03（2.00）

145（96.67）
05（3.33）

144（96.00）
06（4.00）

2019年

243（99.59）
001（0.41）

244（100.00）
000（0）

242（99.18）
002（0.82）

241（98.77）
003（1.23）

242（99.18）
002（0.82）

231（94.67）
013（5.33）

235（96.31）
009（3.69）

240（98.36）
004（1.64）

236（96.72）
008（3.28）

234（95.90）
010（4.10）

2020年

233（100.00）
000（0）

233（100.00）
000（0）

232（99.57）
001（0.43）

232（99.57）
001（0.43）

232（99.57）
001（0.43）

227（97.42）
006（2.58）

230（98.71）
003（1.29）

232（99.57）
001（0.43）

227（97.42）
006（2.58）

230（98.71）
003（1.29）

表2 学生对模拟教学课程作用的评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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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与讨论

当今医学教育正处于全球科技革命、健康中国

战略、医教协同三大机遇交汇之际［11］。教育进入到

质量时代，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的主体和目标是提

高教育质量。新时代的医学教育呈现出“两头连着

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服务生命全周期、呵护健康

全过程和肩负预防、质量、健康任务”的三大新特

点和大民生、大国计、大科学、大专业的四大新定

位。医学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

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而质量则是医学教育的

生命线［12］。医学教育需要强调医德培养和临床实

践能力培养，提升医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

力。目前主流的医学教育思想为“让学生尽早接触

临床，更多地参与临床实践”。但是由于我国目前

医疗环境较为复杂，医患关系较为紧张，在临床教

学过程中以真实患者作为教学案例较为困难，医学

生在临床实践中管理患者及实际操作的机会也较

少。因此，在校学习期间可以采用以临床案例或情

景为基础的模拟教学模式，架起理论通往实践的桥

梁，全面提高临床综合诊断能力，培养正确的临床

思维，更好地为临床实践服务。

模拟医学教育是一门利用模拟技术创设高仿

真模拟患者和临床情景，来代替真实患者进行临

床医学教学实践的教育学科。近年来，模拟医学

教育在医学院校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模拟医学教育旨在全面提高不

同阶段医学生及低年资医师的临床实践能力、医

患沟通能力，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使其掌握基

本的法律常识，从而提高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医

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13］。在本次外科学模拟教

学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学生对模拟案例的了解、

角色分配、情景模拟临床实践、学生自评和互评、

带教老师点评及补充讲解、总结等一系列环节，

拉近了外科学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的距离，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分析及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也让学生身临其境锻

炼了医患沟通能力。

医学模拟教学作为医学教育的前沿，对于提高

外科临床教学的水平和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

作用，能够使学生处于接触“患者”的情境之中，有

效训练医学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融会贯通的

思维和能力，同时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医患沟通方法

以及关爱患者的人文情怀。当然，医学模拟教学也

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模拟教学的基础上，加强

真实的外科临床教学培训，锻炼学生分析问题以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临床综合诊断能

力，推动临床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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