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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模拟教学在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化培训中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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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妇产科因其特殊性ꎬ临床操作学习机会少ꎬ本研究评估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

化在临床操作能力培训中的效果ꎮ 方法 选取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轮转的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分组ꎬ实
验组接受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化培训ꎬ对照组接受传统授课式培训ꎮ 结果 培训后实验

组学员的临床操作能力提高更明显ꎬ培训学员的自我评价较高ꎬ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化

培训课程吸引力高ꎮ 结论 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化培训是妇产科临床教学可用的、有效

的培训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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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是医疗的接班人ꎬ对
其培养关系到临床医学各学科的发展ꎮ 从医学生到

合格的妇产科医师ꎬ 需进行大量的临床操作学习及

实践ꎮ 但妇产科学涉及患者隐私部位ꎬ临床操作学

习机会越来越少ꎮ 因此ꎬ仅基于临床实践的临床操

作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ꎬ亟
需探索新型的教学模式ꎮ 医学模拟教学是利用模拟

技术创造出高仿真模具或模拟临床场景ꎬ 代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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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临床教学和实践的方法[１]ꎮ 其不仅可应

用于医学生的临床实习中ꎬ 也可应用于住院医师临

床技能训练中ꎬ在腹腔镜手术的引入和推广中发挥

重要作用ꎮ 医学模拟教学弥补了妇产科临床技能训

练的局限和不足ꎬ 对实用型医学人才培养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２]ꎮ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临床

技能分层强化培训在妇产科住院医师、临床型研究

生临床操作能力培训中的效果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轮转的处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阶段的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ꎬ随
机分为实验组接受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

技能分层强化培训ꎬ和对照组接受传统的授课为主

的临床技能培训ꎬ培训时间为 ２ 年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

化培训是指应用医学模拟教学方法ꎬ 结合导师制

管理ꎬ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ꎬ对住院医师和临床型

研究生进行不同程度的临床技能训练ꎬ即分层培

训ꎮ 临床技能训练由导师小组进行指导ꎮ 本研究

中使用了多种医学模拟系统ꎬ包括高级电脑孕妇

腹部检查模型、助产训练模型、分娩机转示教模

型、高级会阴切开缝合技能训练模型、计划生育教

育模型、外科综合技能训练组合模型、外科缝合包

扎模型、高级妇科检查模型和腹腔镜手术模拟

器等ꎮ
分层培训: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ꎬ包括住院医

生和临床型研究生ꎬ按照妇科学、产科学、计划生

育 ３ 个方向制定了不同难度和复杂程度的培训内

容ꎬ包括:１)产科方面:通过高级电脑孕妇腹部检

查模型ꎬ 进行产科检查的四步触诊法触诊、骨盆外

测量训练ꎻ通过胎儿的临床监护模型ꎬ 及时发现及

诊断胎儿宫内窘迫ꎻ新生儿窒息抢救ꎻ通过助产训

练模型、分娩机转示教模型和高级会阴切开缝合

技能训练模型ꎬ进行助产技能训练等ꎮ ２)计划生

育方面:通过计划生育教育模型ꎬ 进行人工流产

术、刮宫术、宫内节育器的放置和取出术等计划生

育手术基本技能训练等ꎮ ３)通过外科综合技能训

练组合模型及外科缝合包扎模型ꎬ 进行妇科手术

操作基本技能训练ꎮ ４)通过腹腔镜手术模拟器进

行基本腹腔镜手术操作和技巧的训练:包括镜下

钳、夹、剪、切、凝及缝合、打结等ꎻ并进行完整手术

过程的操作训练ꎬ如腹腔镜下输卵管开窗术、腹腔

镜下卵巢囊肿剔除术等ꎮ
培训方法:采用“简短理论讲授＋综合模拟演

练＋录像分析总结”的模式进行培训ꎬ先通过理论

授课使学生有一感性认识ꎬ然后培训老师利用操

作系统进行各操作内容的教学演示ꎬ最后由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项练习ꎬ在练习过程中不断

强调规范的操作手法ꎬ要有团队分工协作精神ꎮ
效果评价:通过培训学员的临床操作能力改

善情况及培训学员自我评价两方面评估基于医学

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化培训课程效

果ꎮ １)培训后通过临床能力考核进行评分ꎬ评估

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的临床操作水平ꎮ ２)在
培训后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ꎬ了解住院医师和临

床型研究生的临床能力操作自我评估ꎬ以及对培

训课程的评价、需求及建议等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临

床操作能力考核得分情况的差异ꎬ培训学员临床能力

自我评估情况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采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进行

数据分期ꎬ双尾 Ｐ<０ ０５ 为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ꎮ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在研究期间ꎬ共有 １６ 名住院医生、２４ 名临床型

研究生纳入本项研究ꎬ其中男 １２ 人、女 ２８ 人ꎬ年龄

２３~ ３０ 岁ꎬ平均 ２６ ４ 岁ꎮ 实验组 ２０ 人ꎬ对照组

２０ 人ꎮ
２ ２　 临床操作能力考核情况

在培训结束后对培训对象进行临床操作能力考

核考核ꎬ考核内容包括会阴切开缝合术、妇科检查、
外科缝合和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４ 项内容ꎬ由两名老

师根据培训学员的操作情况进行评分ꎮ 两组学员培

训后的得分情况(表 １)ꎬ实验组得分 ８８ ４ 分ꎬ对照

组得分 ８０ ６ 分(Ｐ<０ ０５)ꎬ住院医师及临床型研究

生的临床操作能力得到提高ꎮ 其中实验组在会阴切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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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缝合术、外科缝合、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３ 项操作中

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ꎮ
２ ３　 临床操作能力自我评估

培训后通过问卷调查对培训学员进行临床操作

能力自我评估ꎬ每项问题评分 ０ ~ ５ 分ꎬ结果显示两

组学员均感觉自己的临床操作能力得到提高ꎬ但是

实验组学员更有信心独立进行临床操作ꎬ并认为自

己更加能够临床工作中能独立完整地进行会阴切开

缝合术(表 ２)ꎮ
２ ４　 学员对医学模拟教学课程评估及反馈

培训后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采集实验组学员对

基于医学模拟教学的临床技能分层强化培训课程的

评估及反馈ꎮ 多数学员喜欢医学模拟教学的培训方

式ꎬ与老师互动效果好ꎬ并且期待以后再次参与此类

培训(表 ３)ꎮ

３　 讨论

仅基于临床实践的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

的妇产科临床教学面临着诸多问题ꎬ致使临床教

学操作实践机会少[３] ꎬ主要包括:１)妇产科临床操

作涉及女性隐私部位ꎬ 既不能在患者或孕产妇身

上进行反复训练ꎬ 也不能在自身身上示教或互相

练习ꎻ２)有些患者对妇产科男医师有回避或拒绝

情况ꎻ３) 患者配合临床教学的意愿性不强ꎮ 因此ꎬ
传统的医学临床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医学人才

培养的需要ꎮ
医学模拟系教学是临床技能训练的重要手段ꎬ

是临床实践教学的重要补充ꎬ具有以下优势:１)标

准化ꎬ模拟器可反复设计标准的手术操作ꎬ 注重操

作的规范性ꎻ２)全面性ꎬ可模拟一些临床上罕见的、
凶险的、依赖于团队合作的并应迅速进行救治的病

例ꎻ３)重复性ꎬ可重复使用同样的病例和场景ꎻ４)模
拟手术训练可设计不同难度的课程ꎬ供不同水平的

学生分层训练ꎮ 同时能记录训练过程ꎬ回放自己的

操作过程ꎬ可让学生了解自己操作中存在的问题ꎬ对
学生操作技术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４]ꎮ

表 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培训后临床操作能力考核中的得分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组别 会阴切开缝合术 / 分 妇科检查 / 分 外科缝合 / 分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 分 总分

对照组 １９ ５ ２１ ４ ２０ ４ １９ ３ ８０ ６

实验组 ２２ ３∗ ２２ ０ ２１ ９∗ ２２ ２∗ ８８ ４∗

∗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比较.

表 ２　 培训学员临床操作能力自我评估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ｅｅ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ｘ±ｓꎬ ｎ＝２０)

自我评估项目 对照组 实验组

能熟知妇产科临床常见操作的具体步骤及注意事项 ４ ４５±０ ５１ ４ ６５±０ ４９

感觉自己的临床操作能力得到提高 ４ ４５±０ ６９ ４ ７０±０ ４７

有信心独立进行常见的临床操作 ４ ２０±０ ６２ ４ ６５±０ ４９∗

临床工作中能独立完整地进行会阴切开缝合术 ４ １５±０ １９ ４ ５５±０ ５１∗

∗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比较.

表 ３　 ２０ 位实验组培训学员对医学模拟教学课程评估及反馈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ｆ ２０ ｔｒａｉｎｅ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２０)

项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喜欢医学模拟教学的培训方式 １７ ３ ０ ０

通过小组练习和讨论的方式可及时发现临床操作中的不足 １５ ５ ０ ０

教学过程中与老师互动效果非常好 １６ ３ １ ０

是否期待以后再次参加此类培训 １９ １ ０ ０

９４１



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１)

　 　 传统的妇产科临床教学实践机会少ꎬ基于医学

模拟教学的妇产科临床技能分层强化培训可为住院

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提供更多的操作及时间机会ꎬ
使培训学员的临床操作能力得到提高ꎬ是妇产科临

床教学可用的、有效的培训手段ꎬ该培训体系有助于

全面、规范地培训妇产科住院医师和临床型研究生

的临床操作能力ꎬ因材施教ꎬ使受训者理解和掌握妇

产科常见操作的步骤和规范ꎬ 为从事妇产科临床工

作打下坚实基础[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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