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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带教模式在住院医师产前超声教学中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 选取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超声医学基地产前超声专业组培训的 ８７ 名“住培”学员ꎬ实验组 ４５ 名学员采用

基于“岗位胜任力”带教模式ꎬ对照组 ４２ 名学员采用传统带教模式ꎮ 结果 实验组的理论及技能各项成绩均高于对

照组ꎻ有工作经验组的理论及技能总分均高于无工作经验组ꎬ最后学历为硕士的理论及技能总分均高于本科组ꎮ
结论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带教模式在产前超声教学中可取得较好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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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住培”)在
中国全面实施以来ꎬ已在各临床医技科室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成果ꎻ以往超声医学基地“住培”工作的重

点放在学员总的教学中ꎬ各亚专业基于“岗位胜任

力”制定的教学研究较少[１￣４]ꎮ 为了提高学员产前

超声诊断的“岗位胜任力”ꎬ帮助学员掌握相关理论

及技能ꎬ本文制定了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产前超声

“住培”带教模式ꎬ旨在研究该模式的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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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某大型教学医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超声医学“住培”基地产前超声诊断组的 ８７ 名规

培学员ꎬ所有学员均未接受过相关培训ꎬ培训时长

１２ 周ꎬ教学大纲、教学活动、出组考核一致ꎬ对本研

究已知情同意ꎮ 实验组 ４５ 例ꎬ采用基于“岗位胜任

力”带教模式ꎻ对照组 ４２ 例ꎬ采用传统带教模式ꎮ
实验组男 ５ 名、女 ４０ 名ꎬ最后学历本科 ２０ 名、

硕士 ２５ 名ꎬ平均年龄(２６ ５±１ ４)岁ꎬ２３ 例有超声工

作经验、平均工作年限(１ ４±１ ４)年ꎮ 对照组男 ５
例、女 ３７ 例ꎬ最后学历本科 ２２ 例、硕士 ２０ 例ꎬ平均

年龄(２６ ５±１ ３)岁ꎬ２５ 例有超声工作经验、平均工

作年限(１ ５±１ ４)年ꎮ 两组学员的性别、年龄、最后

学历、超声工作经验及工作年限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因此可进行比较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住培”学员培训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带

教模式ꎬ带教老师在临床工作中根据不同的病例实

时辅导理论及技能操作ꎬ培训结束后学员需掌握胎

儿的超声测量正常值、标准切面图及常见胎儿畸形

诊断及鉴别诊断ꎮ
实验组分为“基础教学”和“强化教学”两阶段ꎬ

带教老师按规定的学时及内容进行教学ꎮ “基础教

学”又分 ４ 大系统:第 １~２ 周:中枢神经系统及胎儿

附属物系统ꎻ第 ３ 周:颜面部系统ꎻ第 ４ ~ ５ 周:胸腹

腔及肌肉四肢骨骼系统ꎻ第 ６ ~ ８ 周:胎儿心血管系

统ꎮ 该阶段下学员需掌握各系统的超声测量正常

值、标准切面图ꎬ每系统结束后“过程考核”ꎮ 第９~
１２ 周为“强化教学”ꎬ学员需强化“基础教学”的内

容ꎬ并熟练掌握常见胎儿畸形诊断及鉴别诊断ꎬ每周

末“过程考核”ꎮ
１ ２ ２　 教学效果评价:记录学员 １２ 周培训结束后

出组考核的成绩ꎮ 理论总分 １００ 分(超声基本原理

１０ 分、相关疾病超声诊断 ３０ 分、相关疾病鉴别诊断

２０ 分、图像识别 １０ 分、病例分析 ３０ 分)ꎮ 技能总分

１００ 分(操作手法 ２０ 分、标准切面 ４０ 分、疾病诊断

及鉴别诊断 ２０ 分、报告书写 ２０ 分)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用 ｎ(％)表示ꎬ组
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两样本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或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分析ꎻ检验多因素分

析采用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ꎮ

２　 结果

２ １　 两组出组考核成绩比较

２ １ １　 两组出组考核理论及技能成绩比较:实验组

理论、技能总分及各项指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Ｐ<
０ ０５)(表 １ꎬ２)ꎮ

表 １　 两组出组考核理论成绩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ｘ±ｓꎬｎ＝８７)

理论考核项目 对照组(分) 实验组(分)

超声基本原理(１０ 分) ５ ８±０ ８ ６ ４±１ ０∗

相关疾病超声诊断(３０ 分) ２５ ６±１ ４ ２６ ８±１ ５∗

相关疾病鉴别诊断(２０ 分) １５ ７±１ ３ １６ ６±１ ５∗

图像识别(１０ 分) ７ ６±１ ０ ８ ９±０ ６∗

病例分析(３０ 分) ２５ ３±１ ６ ２６ ４±１ ４∗

理论总分(１００ 分) ８０ １±４ ５ ８５ １±４ ５∗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表 ２　 两组出组考核技能成绩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ｘ±ｓꎬｎ＝８７)

技能考核项目 对照组(分) 实验组(分)

操作手法(２０ 分) １５ ８±１ ２ １７ ５±１ ０∗

标准切面(４０ 分) ３４ ９±１ ９ ３７ １±１ ５∗

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２０ 分) １５ ４±１ ５ １６ １±１ ５∗

报告书写(２０ 分) １６ ３±０ ９ １６ ９±１ １∗

技能总分(１００ 分) ８２ ４±４ １ ８７ ５±４ ０∗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 １ ２　 两组学员在不同身份中的成绩比较:无论学

员最后学历是本科还是硕士ꎬ是否有工作经验ꎬ实验

组理论及技能总分均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表 ３ꎬ４)ꎮ
２ ２　 不同身份学员之间成绩比较

２ ２ １　 不同工作经验学员的成绩比较:无论学员最

后学历是本科还是硕士ꎬ实验组还是对照组ꎬ有工作

经验组的理论及技能总分均高于无工作经验组(Ｐ<
０ ０５)(表 ５ꎬ６)ꎮ

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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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最后学历学员两组成绩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ｘ±ｓꎬｎ＝８７)

组别 成绩 对照组 实验组

本科 理论总分 ７７ ９±２ ８ ８３ ３±３ ９∗

技能总分 ８０ ７±３ ５ ８５ ６±３ ８∗

硕士 理论总分 ８２ ５±４ ９ ８６ ６±４ ５∗

技能总分 ８４ ３±４ ０ ８９ ０±３ ３∗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表 ４　 有无超声工作经验学员两组成绩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ｘ±ｓꎬｎ＝８７)

组别 成绩 对照组 实验组

无超声工作经验 理论总分 ７６ ５±１ ９ ８１ ４±２ ４∗

技能总分 ７８ ７±２ ９ ８４ ３±２ ６∗

有超声工作经验 理论总分 ８２ ６±４ ０ ８８ ７±２ ９∗

技能总分 ８５ ０±２ ６ ９０ ５±２ １∗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表 ５　 不同最后学历学员有无工作经验的成绩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ｘ±ｓꎬｎ＝８７)

组别 成绩 无超声工作经验 有超声工作经验

本科 理论总分 ７７ ５±２ ８ ８２ ７±３ ９∗

技能总分 ７９ ３±２ ８ ８５ ８±３ ２∗

硕士 理论总分 ８０ ７±３ １ ８８ ３±３ ５∗

技能总分 ８４ ０±３ ５ ８９ ５±３ ２∗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表 ６　 实验组与对照组中有无工作经验学员成绩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ｘ±ｓ)

组别 成绩 无超声工作经验 有超声工作经验

对照组 理论总分 ７６ ４±１ ９ ８２ ６±４ ０∗

技能总分 ７８ ７±２ ９ ８５ ０±２ ６∗

实验组 理论总分 ８１ ４±２ ４ ８８ ７±２ ９∗

技能总分 ８４ ３±２ ６ ９０ ５±２ １∗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 ２ 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中不同最后学历学员成绩

比较: 无论是对照组还是实验组ꎬ最后学历为硕士

的理论及技能总分均高于本科组(Ｐ<０ ０５)(表 ７)ꎮ

表 ７　 实验组与对照组中不同最后学历学员成绩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ｘ±ｓꎬｎ＝８７)

组别 成绩 本科 硕士

对照组 理论总分 ７７ ９±２ ８ ８２ ５±４ ９∗

技能总分 ８０ ７±３ ６ ８４ ３±４ ０∗

实验组 理论总分 ８３ ３±３ ９ ８６ ６±４ ５∗

技能总分 ８５ ６±３ ８ ８９ ０±３ ３∗

∗Ｐ<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 ３　 成绩的多因素分析

考虑到学员的基础信息ꎬ如最后学历、工作经

验、实验组与对照组等存在交叉ꎬ故对各分类指标赋

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ꎻ分组:实验组

＝ １、对照组 ＝ ０ꎬ性别:男 ＝ １、女 ＝ ２ꎻ最后学历:本科

＝ １、硕士 ＝ ２ꎻ从事超声工作:是 ＝ １、否 ＝ ０ꎮ 学员理

论、技能总分与年龄、工作年限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正相关

(Ｐ<０ ０５)ꎬ与最后学历、从事超声工作、实验与对照

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正相关(Ｐ<０ ０５)ꎮ
以理论总得分为因变量ꎬ对相关分析中有统计

学意义的指标ꎬ进行多元线性分析ꎬ实验组与对照

组、最后学历、超声工作经验多因素线性回归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 ０５)ꎻ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可知ꎬ对理论

总得分相关系数 Ｂ:实验组与对照组为 ５ ３１７、最后

学历为 ４ １５８、超声工作经验为 ６ ９７３ꎮ 以技能总得

分为因变量ꎬ对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ꎬ进
行多元线性分析ꎬ实验组与对照组、最后学历、超声

工作经验多因素线性回归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ꎻ
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可以知ꎬ对理论总得分相关系数

Ｂ:实验组与对照组为 ５ ３０２、最后学历为 ３ ６３１、超
声工作经验为 ６ ２２４ꎮ

３　 讨论

“胜任力”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的戴维麦

克利兰(Ｄａｖｉｄ Ｃ Ｍｃ Ｃｌｅｌｌａｎｄ)教授 １９７３ 年提出[５]ꎬ
后逐渐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学等多种学科[６￣８]ꎬ近
年被应用于中国“住培”工作中[９￣１０]ꎮ 国内大多超声

基地“住培”学员的传统带教模式[１０]ꎬ有一定优势ꎬ
学员练习技能的同时ꎬ可积累丰富的病例ꎬ加强理论

知识的理解ꎮ 但超声科人流量较大ꎬ患者检查时间

有限ꎬ初期培训时学员只能通过自我摸索或者私下

９７８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４０(６)

练习ꎬ才能跟上学习进度ꎻ对于积极性不高的学员ꎬ
学习掌握程度更低ꎮ

为了培养一批能胜任产前超声诊断的“住培”
学员ꎬ制定出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带教模式ꎮ
此种模式的任务及目标更清晰ꎬ带教老师可有目

的、有计划地施行教学任务ꎬ避免了传统“一锅炖”
的现象ꎮ 而过程考核ꎬ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ꎬ
促进其不断完善理论及技能ꎮ 实验组的各项成绩

均高于对照组ꎻ而无论学员最后学历为本科还是

硕士、是否有过工作经验ꎬ实验组学员的理论及技

能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ꎬ值得在“规培”产前超声

教学中推广ꎮ 利用多因素分析知理论与技能成绩

与最后学历、超声工作经验有相关性ꎬ为了进一步

提高学员的“岗位胜任力”ꎬ后期我们将做以下改

进:１)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翻转课堂” “微信

教学”“图像存储以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ＰＡＣＳ)” “模拟视频教学”
“模型教学”等ꎮ ２)关注学员的自身情况(心理素

质、学习能力等)并给予人文关怀:开展“座谈会”、
听取意见、鼓励支持自主学习、帮助消除胆怯心理

等ꎬ增强学员的自信心ꎮ ３)根据带教老师教学实

际情况ꎬ利用一定的措施(如教学奖励等)提高教

学积极性ꎮ
综上所述ꎬ在产前超声诊断教学工作中ꎬ以“岗

位胜任力”为基础的“住培”带教模式ꎬ能够提高学

员的学习成绩ꎬ值得推广和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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