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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科研训练与同阶段实验课程的有机组合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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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学生评价ꎬ研究临床医学(八年制)早期科研训练ꎮ 方法 对湘雅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２０１６
级及 ２０１７ 级共 ２０２ 名学生分别发放相应问卷ꎬ描述相关问题并就某些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与应用ꎮ 结果

２０１７ 级学生:７０ ０％认为时间安排合理ꎻ５２ ５％觉得早期科研训练有意义并且能认真学ꎻ７７ ５％愿意提早进入医学

院学习ꎻ５７ ５％不同意将早期科研训练理论课算入成绩ꎻ８５ ０％认为南校区的数理化学习有效果ꎻ９２ ５％认为在实

验课上很少或基本没有受到启发ꎻ６７ ５％对科研过程没有更多的了解ꎻ５０ ０％会花费精力去研究非医学领域问题ꎻ
９７ ５％会重新选择临床医学(八年制)ꎻ学生认为最需注重实验能力的培养以及科研选题难在医学知识缺乏ꎮ ２０１６
级学生:５１ ２％认为时间安排不合理ꎻ５１ ２％对科研过程没有更多的了解ꎻ８０ ５％对科研训练实施方案满意ꎻ学生认

为最需注重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科研选题难在不了解前沿进展ꎮ 结论 早期科研训练与同阶段实验课程的有

机组合具备可行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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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医学(八年制)开办院校在专业培养定位的

描述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八年制医学教育是“精英

教育”ꎬ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多种发展潜力的医学精英ꎻ
另一方面ꎬ由于对科研训练和临床技能培训关系权衡

理解不同[１]ꎬ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性[２]ꎮ 为培养临床医学拔尖创新人才ꎬ湘雅医学院为

临床八年制学生设置早期科研训练:开展文献检索、
鉴赏和综述写作指导课程ꎬ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文献检

索能力、阅读文献能力和撰写综述的能力ꎻ实行学业

导师制度等ꎮ 本文旨在从学生方实际情况出发ꎬ通过

问卷调查湘雅医学院临床八年制学生对早期科研训

练的评价ꎬ结合早期科研训练教学计划的分析ꎬ以期

了解目前早期科研训练的效果及问题ꎬ并在完善早期

科研训练方面初步提出合理的构想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湘雅医学院临床八年制专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级学生各

１０１ 名ꎮ ２０１６ 级学生已经完成早期科研训练并经过 １
年医学学习ꎬ２０１７ 级学生正处在早期科研训练阶段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ꎮ 对于 ２０１６ 级ꎬ问卷内容包含 ４ 个模

块ꎬ即对早期科研训练的理解、态度、效果评价、需求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借助“问卷星”平台ꎬ向 ２０１６ 级年级群

发送相应问卷链接ꎬ每个 ｑｑ 号、微信号限填 １ 次ꎬ限
时 ４８ ｈ 停止作答ꎬ问卷为匿名填写ꎬ收回问卷 ４１ 份ꎻ
对于 ２０１７ 级ꎬ问卷内容除了 ２０１６ 级问卷内容模块ꎬ
还包括对预科阶段实验等课程的看法模块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采取随机数表法ꎬ向 ２０１７ 级随机发放纸质问

卷 ５０ 份ꎬ问卷为匿名填写ꎬ收回问卷 ４０ 份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在线 ＳＰＳＳ”分析ꎮ 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及

百分比表示ꎻ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或中

位数的形式表示ꎮ

２　 结果

２ １　 研究对象对早期科研训练的理解

对于 ２０１７ 级学生ꎬ ６７ ５％对早期科研训练的

安排持模糊印象ꎻ５２ ５％的学生理解早期科研训练

的安排(表 １ꎻ图 １ꎬ２)ꎮ

表 １　 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早期科研训练的理解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早期科研训练的理论课时间安排合理性
２０１６ 级

(ｎ＝ ４１)
２０１７ 级

(ｎ＝ ４０)

合理 ２０ ２８

不合理 ２１ １２

图 １　 学生认为课程时间安排合理的理由

Ｆｉｇ １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２ ２　 研究对象对早期科研训练的态度

对于 ２０１７ 级学生ꎬ５２ ５％的同学觉得早期科研

训练有意义并且能认真学ꎬ７７ ５％的学生愿意提早

进入医学院学习ꎬ５７ ５％的同学不同意早期科研训

练理论课变成独立的课程、算入成绩(图 ３ꎬ４)ꎮ
２ ３　 预科阶段实验等课程效果(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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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学生认为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的理由

Ｆｉｇ 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ｉｓ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图 ３　 学生想要提早进入医学院的理由

Ｆｉｇ 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ａｒｌｉｅｒ

图 ４　 学生不想要提早进入医学院的理由

Ｆｉｇ ４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ｏ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ａｒｌｉｅｒ

２ ４　 早期科研训练效果

２０１６ 级 ５１ ２％的同学对科研过程没有更多的

了解ꎬ８０ ５％的学生对科研训练实施方案安排满

意(表 ３)ꎮ
２ ５　 研究对象对早期科研训练的需求(表 ４ꎬ５)
２ ６　 预科阶段研究对象的特点(表 ６ꎻ图 ５~ ７)

表 ２　 ２０１７ 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预科阶段

　 　 实验等课程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７ 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４０)

调查项目 人数及百分比 / ％

１ 你觉得在南校区的数理化等学习有用吗

　 提升了 １７(４２ ５)

　 除了知识以外没太大改变 １７(４２ ５)

　 基本没有收获 ６(１５ ０)

２ 你能做到对实验课上的操作理解透彻吗

　 每次都能 ６(１５ ０)

　 经常能 １８(４５ ０)

　 偶尔能 １４(３５ ０)

　 基本不能 ２(５ ０)

３ 你有没有过在实验课上受到启发的经历

　 经常有 ３(７ ５)

　 偶尔有 ２４(６０ ０)

　 基本没有 １３(３２ ５)

表 ３　 ２０１７ 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早期科研训练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７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４０)

调查项目 人数及百分比 / ％

１ 你能比较熟练地使用早期科研训练( Ｉ)的
理论课上介绍的检索工具吗

　 每次都能找到想要的文献 ３(７ ５)

　 经常能找到想要的文献 ２６(６５ ０)

　 偶尔能找到想要的文献 １１(２７ ５)

２ 在写文章时ꎬ会从哪些数据库中找寻资料

　 我比较常从万方、知网这样的中文数据库

查找资料
２７(６７ ５)

　 我只从 ＰｕｂＭｅｄ 医学数据库中查找文献 ６(１５ ０)

　 我有更加广泛的查找途径 ６(１５ ０)

３ 经过科研训练(Ｉ)后ꎬ你觉得你的科研

　 无从下手 １４(３５ ０)

　 略有了解 ２５(６２ ５)

　 知道如何实施 １(２ ５)

４ 你知道早期科研训练( Ｉ)的理论课上介绍

的不同检索工具的优劣吗

　 知道 ４(１０ ０)

　 大致了解 ３０(７５ ０)

　 不知道 ６(１５ ０)

５ 你知道其他的检索工具吗

　 知道 １８(４５ ０)

　 不知道 ２２(５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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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４０(６)

表 ４　 八年制医学专业学生对早期科研训练的需求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调查项目
２０１６ 级

(ｎ＝ ４１)
２０１７ 级

(ｎ＝ ４０)

中位数 中位数

１ 你认为早期科研训练最需注重提升学生

的哪种能力

　 创新意识 １ ０ ３ ０

　 自学能力 ４ ０ ３ ０

　 文献检索能力 ２ ０ ２ ０

　 综述写作能力 ３ ０ ５ ０

　 实验能力 ５ ０ １ ０

２ 你觉得科研选题难在哪里

　 不了解前沿进展 １ ０ ２ ０

　 医学知识缺乏 ２ ０ １ ０

　 缺乏时间和精力 ３ ０ ３ ０

３ 你希望能从早期科研训练理论课得到什

么实质性的内容

　 教师的科研思路来源 ２ ０ ２ ０

　 科研的方法和整体过程 ２ ０ ２ ０

　 某一领域的知识性讲座 ５ ０ ５ ０

　 科学论文写作技巧和投稿 ３ ０ ３ ０

　 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 ４ ０ ３ ０

表 ５　 八年制医学生早期科研训练对科研能力提升的

　 　 评分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调查项目 评分(ｘ±ｓꎬ ｎ＝ ４１)

对科研能力的提升ꎬ你的评分是

创新意识 １ ６８±０ ７９

自学能力 ２ ２０±０ ６４

文献检索能力 ２ ５１±０ ６０

综述写作能力 ２ １０±０ ７０

实验能力 １ ３７±０ ９２

３　 讨论

预科阶段ꎬ早期科研训练课程大部分设置在周

日上午 １~４ 节ꎬ学生上课的专注度相对较低(降低

表 ６　 预科阶段八年制医学专业学生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ｎ＝４０)

调查项目 总和及百分比 / ％

１ 如果你对数理化等非医学领域的某个课

题产生兴趣ꎬ你会花费精力去研究它吗

　 会 ２０(５０ ０)

　 不会 ２０(５０ ０)

２ 重新选择ꎬ你是选择临床医学(八年制)专
业ꎬ还是临床医学(五年制)呢

　 八年制 ３９(９７ ５)

　 五年制 １(２ ５)

图 ５　 学生会花费精力研究数理化课题的理由

Ｆｉｇ ５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ｓｐ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ｏｐｉｃｓ

图 ６　 学生不会花费精力研究数理化课题的理由

Ｆｉｇ ６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ｓｐｅ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ｍ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ｏｐｉｃｓ

专注度的原因很多ꎬ从事实来看ꎬ专注度较低)ꎮ 早

期科研训练课程是基于医学科研的ꎬ在学生缺乏相

关知识的情况下ꎬ难以发挥最大效果ꎮ 此阶段中学

生对医学学习很向往ꎬ而同阶段同级的其他专业已

经进入医学院学习ꎬ加剧了学生基础课程学习的浮

躁心态ꎮ 而获得博士学位时间短等临床八年制特点

是预科阶段浮躁心态的种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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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盈　 早期科研训练与同阶段实验课程的有机组合具备可行性

图 ７　 学生会重新选择临床八年制的原因

Ｆｉｇ ７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预科阶段基础课程体量大ꎬ学生在进行科研训

练时难免顾此失彼ꎬ这就要求学生有良好自律性ꎮ
学生的自律性参差不齐ꎬ这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ꎮ
另外ꎬ早期科研训练给予学生的满足感不够ꎬ在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培养专业认同感方面不足[３]ꎬ也降

低了学生的积极性、进而降低自律性ꎮ
在既定课程体量不变的情况下ꎬ单方面要求学

生提升周末、 期末上课的专注度与积极性是不科学

的ꎮ 基础课效果预见性差以及对医学的热爱奠定了

临床八年制学生预科阶段的基调ꎬ学医心切并不与

研究非医学领域互相矛盾ꎬ预科阶段课程紧张、专业

所属束缚了学生的手脚ꎬ激发学生的兴趣、解放学生

的双手势在必行ꎮ
一方面ꎬ加强早期科研训练的实验能力培养成

分很有必要ꎬ而预科阶段实验课程有未开发的价值ꎬ
因此ꎬ可以利用早期科研训练挖掘预科阶段实验教

学的潜在价值ꎬ利用预科阶段实验教学补充早期科

研训练的实验能力培养成分ꎮ
另一方面ꎬ在预科阶段以后ꎬ经过 １ 年的医学

学习ꎬ医学知识的缺乏已经不是主要矛盾ꎬ在早期

科研训练的课程框架符合学生的要求的前提下ꎬ
可以降低早期科研训练中的医学成分ꎬ纯粹地进

行科研训练ꎮ
综上ꎬ早期科研训练和同阶段实验课程的有

机组合具备可行性:以早期科研训练课程框架培

养学生文献检索能力、阅读文献能力和撰写综述

的能力ꎬ以同阶段实验课程训练学生的实验能力ꎬ
既可以减小学生课程体量ꎬ又可以引导学生充分

利用早期科研训练课程知识去分析实际问题ꎬ解
决基础课效果预见性差的问题ꎬ调动学习兴趣、培
养专业认同感ꎬ紧密衔接医学预科教育和基础医

学教育ꎬ一举多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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