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第 ４１ 卷　 第 ６ 期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９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８
∗通信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ｘｃｈ７７２２＠ １６３.ｃｏｍ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 ￣６３２５( ２０２１) ０６ ￣０９３１ ￣０４ 医学教育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青年医师教学工作现况的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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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青年医师参与教学活动的现状、动机、困难与需求ꎮ 方法 对北京协和医院内

科学系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期间管病房主治医师及在病房轮转的内科住院医师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主

治医师及住院医师对教学的兴趣度分别为(８ ０±１ ８)分、(７ ５±１ ８)分(０~ １０ 分)ꎬ教学工作占全部工作时间比例

分别为 ２５ ３％±１４ １％、２４ ８％±１５ ２％ꎮ 主治医师及住院医师参与教学最主要的原因均为教学相长ꎮ 主治医师面

临的最大困难为临床和科研压力大(７２ ４％ꎬ４２ / ５８)ꎬ最希望得到的帮助为提高教学对晋升的影响(４８ ３％ꎬ２８ /
５８)ꎮ 住院医师面临的最大困难除临床和科研压力大(５０ ６％ꎬ４１ / ８１)外ꎬ还有缺乏教学技能(２５ ９％ꎬ２１ / ８１)等ꎬ最
希望得到的帮助为教学技能相关培训(４２％ꎬ３４ / ８１)ꎮ 结论 青年医师对教学工作有较高热情ꎬ教学相长是最主要

的内在驱动力ꎬ未来应帮助青年医师更好地平衡临床、科研与教学工作ꎬ适当调整奖励机制ꎬ进行教学方法培训等ꎬ
进一步改善教学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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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培养离不开临床教学ꎬ随着中国对优质

医疗资源需求日益增长ꎬ对年轻医生和医学生的岗

位胜任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因此教学显得愈发

重要ꎮ 在病房工作的青年医师与医学生和低年资住

院医师朝夕相处ꎬ在工作中言传身教ꎬ是临床教学的

新生力量和主力军ꎮ 北京协和医院自 １９２１ 年建院

以来ꎬ秉承重视临床教学的优良传统ꎮ 北京协和医

院内科病房的教学小组由查房教授、主治医师和带

教住院医师组成[１]ꎮ 其中主治医师全面负责病房

日常临床和教学工作ꎬ带教住院医师则在直接管理

患者的同时承担临床教学工作ꎬ共同对病房轮转的

低年资住院医师、见实习医师及进修医师进行教学

(图 １)ꎮ 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ꎬ教学形式也有所不

同ꎬ既包括授课内容ꎬ也包括临床教学、病例巡诊等ꎮ
本文拟对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青年医师从事教学活动

的现状进行调查ꎬ并进一步了解青年医师在教学中

遇到的困难和希望得到的帮助ꎬ以期进一步优化临

床教学的培训及管理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管病房主治医师ꎬ和期间在病房轮转的内科

住院医师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方法ꎬ分别对主治医师和住

院医师进行调查ꎬ调查内容包括目前进行教学工作

的现状、动机、从事教学工作的困难以及希望获得的

支持ꎮ 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发放调查问卷ꎬ以保证所

有被调查者均能正确理解所有问题ꎬ所有信息收集

均在被调查青年医师知情同意后完成ꎮ 其中ꎬ应用

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 / ＳｃｏｒｅꎬＶＡＳ)
对青年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兴趣进行评估ꎬ０ 分为

对教学工作毫无兴趣ꎬ１０ 分为极有兴趣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ꎬ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ꎬ计量资料先用 Ｋ￣Ｓ
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ꎬ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均

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ꎮ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接受调查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治医师共

６６ 人ꎬ回收有效问卷 ５８ 份ꎬ 有效回收率 ８８％ꎻ 接受

图 １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病房医疗组的组成及教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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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内科住院医师共 ９８ 人ꎬ回收有效问卷 ８１ 份ꎬ
有效回收率 ８３％ꎬ其中参与问卷调查的第 ２、第 ３、第
４ 和第 ５ 年住院医师分别有 ３３(４１％)、３９(４８％)、８
(１０％)和 １ 人(１％)ꎮ
２ ２　 主治医师的教学工作情况反馈

２ ２ １　 主治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现状:主治医生最

常承担的教学工作包括住院医师病房讲课(８６ ２％ꎬ
５０ / ５８)、见习医师病历导师(４３ １％ꎬ２５ / ５８)和住院

医师病例巡诊(３９ ７％ꎬ２３ / ５８)ꎮ 主治医师们认为教

学工作占其全部工作时间(包括临床工作和科研工

作时间)的比例平均为 ２５ ３％±１４ １％ꎮ
２ ２ ２　 主治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兴趣水平及动机

分析:主治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兴趣评分为(８ ０±
１ ８)分ꎬ ６５ ５％(３８ / ５８)的主治医师的兴趣评分大

于或等于 ７ 分ꎮ ９６ ６％(５６ / ５８)的主治医师愿意在

未来 １ 年中继续进行教学活动ꎮ 主治医生参与教学

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教学相长ꎬ有助于提高自己

的临床知识和能力(４６ ６％ꎬ２７ / ５８)、有意愿培养年

轻医生(２５ ９％ꎬ１５ / ５８)、教学是内科常规工作ꎬ没想

过为什么 (１７ ２％ꎬ１０ / ５８)、教学带来更多成就感

(６ ９％ꎬ４ / ５８)、教学对晋升有帮助(１ ７％ꎬ１ / ５８)和
教学增加了绩效收入(１ ７％ꎬ１ / ５８)ꎮ
２ ２ ３　 主治医师在教学工作中的困难及需求:主治

医生认为从事教学工作最大的困难包括:临床和科

研压力大 ( ７２ ４％ꎬ ４２ / ５８)、 学生缺乏学习意愿

(６ ９％ꎬ４ / ５８)、对晋升帮助不大(５ ２％ꎬ３ / ５８)、缺
乏教学技能(５ ２％ꎬ３ / ５８)、物质奖励不足(５ ２％ꎬ
３ / ５８)、教学机会少(１ ７％ꎬ１ / ５８)、教学的时间地点

缺乏保障(１ ７％ꎬ１ / ５８)ꎬ也有 １ ７％(１ / ５８)的主治

医师表示教学中未遇到明确困难ꎮ 主治医师从事教

学工作最希望获得的支持包括:提高教学对晋升的

影响(４８ ３％ꎬ２８ / ５８)、希望能脱产或半脱产进行教

学工作 ( １５ ５％ꎬ９ / ５８)、提高教学对绩效的影响

(１３ ８％ꎬ８ / ５８)、教学技能相关培训(１０ ３％ꎬ６ / ５８)、
教育处应更加重视青年医师对学生的反馈(５ ２％ꎬ
３ / ５８)、资金支持(５ ２％ꎬ３ / ５８)ꎬ也有 １ ７％(１ / ５８)
的主治医师表示非常热爱临床教学ꎬ不需要特殊

支持ꎮ
２ ３　 住院医师教学工作情况反馈

２ ３ １　 住院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现状:住院医师在

调查期间最常承担的教学工作包括:带教见习及实

习医师 ( ９６ ３％ꎬ ７８ / ８１)、 带教低年资住院医师

(７０ ４％ꎬ５７ / ８１)和病房讲课(６７ ９％ꎬ５５ / ８１)ꎮ 住院

医师们认为教学工作占其全部工作时间(包括临床

工作和科研工作时间) 的比例平均为 ２４ ８％ ±
１５ ２％ꎬ与主治医师无差异ꎮ
２ ３ ２　 住院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兴趣水平及动机

分析:住院医师参与教学工作的兴趣评分为(７ ５±
１ ８)分ꎬ与主治医师评分无差异ꎬ ５３ １％(４３ / ８１)的
住院医师的兴趣评分大于或等于 ７ 分ꎮ ９２ ６％
(７５ / ８１)的住院医师愿意在未来 １ 年中继续进行

教学活动ꎮ 住院医师参与教学工作最主要的原因

包括:教学相长ꎬ有助于提高自己的临床知识和能

力(８７ ７％ꎬ７１ / ８１)、教学是内科常规工作ꎬ没想过

为什么 ( ６ ２％ꎬ ５ / ８１) 和 教 学 带 来 更 多 成 就 感

(６ ２％ꎬ５ / ８１)ꎮ
２ ３ ３　 住院医师在教学工作中的困难及需求:住院

医生认为从事教学工作最大的困难包括:临床和科

研压力大(５０ ６％ꎬ４１ / ８１)、缺乏教学技能(２５ ９％ꎬ
２１ / ８１)、学生缺乏学习意愿(１２ ４％ꎬ１０ / ８１)、物质

奖励不足(６ ２％ꎬ５ / ８１)和对晋升帮助不大(４ ９％ꎬ
４ / ８１)ꎮ 住院医师从事教学工作最希望获得的支持

包括:教学技能相关培训(４２％ꎬ３４ / ８１)、资金支持

(１９ ８％ꎬ１６ / ８１)、教育处应更加重视青年医师对学

生的反馈(１６ １％ꎬ１３ / ８１)、提高教学对晋升的影响

(１１ １％ꎬ９ / ８１)、提高教学对绩效的影响 ( ８ ６％ꎬ
７ / ８１)、适当减轻教学人员的临床任务 ( １ ２％ꎬ
１ / ８１)ꎬ也有 １ ２％(１ / ８１)的住院医师表示没有特殊

需要的支持ꎮ

３　 讨论

教学一直是医生职业精神(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

组成部分[２]ꎮ 教学能力被不少西方国家纳入医生

的核心胜任力中[３]ꎮ 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普及ꎬ教学在中国青年医师中也越发受到重视ꎮ 北

京协和医院内科青年医师承担的教学工作种类多

样ꎬ占用时间约为全部工作时间的 ２５％ꎬ与此前国

外报道相仿[４]ꎮ 青年医师整体教学意愿强、热情

高ꎮ 许多青年医师选择“教学相长”作为最主要的

动机ꎬ也有研究发现住院医师参与教学与更好的临

床表现相关[５]ꎮ 这提示青年医师教学存在其内在

驱动力ꎬ可多倡导“教学相长”的理念ꎬ鼓励青年医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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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学中提高临床能力ꎬ形成良性循环ꎮ 此外ꎬ
“有意愿培养年轻医生” “教学是内科常规工作”也
是不少青年医师参与教学的主要动机ꎬ提示树立教

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ꎮ
青年医师在教学中遇到最普遍的困难是“临床

和科研压力大”ꎬ因此要创造条件ꎬ帮助青年医师平

衡临床、科研与教学工作ꎮ ４８ ３％的主治医师选择

“提高教学对晋升的影响”作为最想获得的帮助ꎬ而
４２％的住院医师则选择了“教学技能相关培训”ꎮ
因此ꎬ对于主治医师ꎬ可尝试调整奖励机制ꎬ激励青

年主治医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教学ꎮ 而对于住

院医师ꎬ则应提供更多培训机会ꎬ帮助住院医师提高

教学能力ꎬ增强教学信心ꎮ
综上ꎬ本文对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青年医师参

与教学工作的现状、动机、困难与需求进行了调查

和分析ꎮ 未来应着重帮助青年医师更好地平衡临

床、科研与教学工作ꎬ适当调整奖励机制ꎬ对青年

医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培训ꎬ这些均是医

疗机构及医学院校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

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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