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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教学查房是住培医生规范化培训阶段中获取临床实践能力及知识的重要环节。本研究以耳鼻咽喉
科亚专科耳科教学查房为例，采用“逐级评价”教学法，让３个年级住培医生成为教学查房的主体进行逐级评价，同
时充当“教”与“学”的角色，充分发挥住培医生的学习主动性及自省自强能力。教学查房后住培医生的理论成绩

优于查房前，且出科实践考核成绩良好。同时，此种教学查房方式获得了住培医生的肯定。教学查房后进行教师

教学反思，不断提高教学查房质量，从因材施教、以人为本出发，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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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查房主要是以查房形式开展教学，主要目
的是为了培养住培医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同

时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实际工作中往往教学

方法较为机械和重复，缺乏创新性，不能充分调动住

培医生的学习积极性。《礼记·学记》中曾指出：是

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

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因此，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亚专科耳科对教学查房进

行大胆的探索，设计了“逐级评价”的教学查房方

案，将教学查房的主体交给住培医生，让各年级的住

培医生同时充当“教师＋学生”的角色，充分发挥住
培医生的学习主动性。这种创新的教学查房方式让

住培医生耳目一新，融入度高，利于达到分层递进培

养住培医生的目的，同时激发住培医生的内在驱动

性，完成多维度反思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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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教学对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耳鼻咽喉科专业基地一、二、

三年级住培医生分别为８、１３、８人，其中包括专业硕
士研究生、社招住培医生、单位委培医生、本院住院

医生等。本研究主要面对的是２０２１年１—３月、４—
６月轮转分别至耳亚专科的各年级住培医生，共
１７人，第一批每个年级均为３人，第二批住培医生
中一、二、三年级分别为３、３、２人。
１．２　教学方法
１．２．１　教学内容及目标　根据湘雅医院耳鼻咽喉
科住培教学大纲中要求掌握的病种，结合病房病患

实际情况，每次选取一种疾病作为教学查房的依托，

选取该病种的合适教学病例，以胜任力为导向分阶

梯设置３个年级的住培目标，即规培一年级学员着
重培养病患照护、病史采集及体格检查，规培二年级

学员重点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及医患沟通能力，规培

三年级学员重点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１．２．２　教学方法及教学查房频次　基于“逐级评
价”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查房，教学查房每两周进行

１次，两批住培医生３个月分别进行６次教学查房。
１．２．３　教学查房前预热　查房前１周，由教学老师
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对查房疾病相关的知
识进行查房前测试，了解各年级住培医生对此疾病

的掌握情况；②与即将参与教学查房的住培医生交
代查房的模式及任务（图１），以便教学查房的顺利
开展；③由教学老师通过微信群发布查房疾病相关
的学习资料，包括疾病治疗指南、多媒体等；④要求
住培医生自行查找文献，了解查房疾病的临床特点、

进展前沿等。

１．２．４　设置教学角色和任务　由于住培医生招生
来源不同，住培医生的临床基础参差不齐，且３个不
同年级的住培医生教学目的和需求不同，因此，在同

一次教学查房中需考虑到每个年级及不同层次住培

医生的能力培养。结合专业特点，我们设置了“逐

级评价”的环节，使每个年级的住培医生均有当“老

师”和“学生”的机会，明确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并

在不断评价他人和反思自我的“复盘”环节中进步

（图１），并以此目标作为将来临床工作中不断强化
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为培养每个住培医生，要求

各年级小组每次更换发言代表。每次教学查房安排

１名主查房教师，由３年及以上的主治医生担任，在

此过程中为引导和配合的角色，弱化教师在查房中

的主导感。在查房的最后，教师对整体查房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提出适宜的改进意见；对教学

查房中的内容进行总结，分析整个操作流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给出与疾病相关的思考题。

对一年级住培医生进行病史采集及专科体格检查评分

指出不足!予以补充和示范

完成医患沟通"此时教师充当患者或家属的角色#

病例诊疗分析

指出不足!予以补充和示范

对二年级住培医生的医患沟通进行评分

疾病的治疗指南解读及前沿进展"幻灯片展示$

病史采集%体查

提出诊疗过程中的疑点和困惑

病历总结"幻灯片展示$

二年级

一年级

三年级

图１　３个年级住培医生在教学查房中的任务

１．２．５　筛选临床病例　根据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住
院医师培训大纲，耳科病房要求掌握的病种主要包

括突发性耳聋、梅尼埃病、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Ｈｕｎｔ综合征、外伤性周围性面瘫、聋哑症、化脓性中
耳炎、分泌性中耳炎、中耳胆脂瘤、血管搏动性耳鸣、

耳前瘘管、耳廓／外耳道良性肿物、外耳道癌、脑脊液
耳漏等。对于同一批轮转的住培医生，每次教学查

房将选取不同的疾病。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

范教学查房 ［１］，力求选取典型病例，首选一年级住

培医生主管的在院患者，所选病例应病史清晰、症状

和体征明确、辅助检查相对完整。病情相对典型，在

诊断、鉴别诊断、检查和治疗等方面存在进一步分析

的价值，且事先征得患者和家属的同意，配合教学查

房的开展。

１．３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每次教学查房前

后均会对查房疾病的相关知识进行测验，考核对象

为全部参与查房的住培医生，形式为理论考核，试卷

为百分制，包含１０道选择题、５道简答题和１道案
例分析题；第二，为期３个月的轮转培训结束后，所
有轮转住培医生进行出科实践考核，针对教学查房

中的强化能力训练，设置考核内容如下：住培一年级

考核内容为病史采集、体查（专科体查 ＋音叉试
验），二年级考核内容为医患沟通（选取真实的病例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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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次交代病情及治疗方案的沟通），三年级考

核内容为自选一种疾病的某一方面（例如病因研

究、诊断手段、治疗方案、预后判断等）的进展进行

综述；一、二年级住培医生考核评分标准同查房时使

用的评分标准，三年级的综述按照“优、良、及格、不

及格”进行评判。各年级住培医生考核由２名参与
教学查房的主治以上医师评分。

１．４　问卷调查
教学查房后，对两批住培医生进行问卷调查，以

不记名形式开展。调查内容包括此种教学查房帮助

我巩固了耳科基本知识、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及理解

疾病、帮助我提高了临床思维、帮助我增加了临床工

作兴趣、帮助我增加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帮助我提高

了医患沟通技能，评分为１～５分（１分为非常不同
意，５分为非常同意），是否愿意仍以这种形式开展
教学查房（１分为非常不愿意，５分为非常愿意），并
设置一个开放式问题对教学查房提出建议。

１．５　统计学分析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ｘ±ｓ表示，数据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
料以百分率表示。

２　结果

２．１　查房前后理论考核成绩比较
第１批住培医生教学查房前后测试分数分别为

（７８．７７８±３．７３０）、（８４．９０７±４．６３９）分，第２批住
培医生教学查房前后测试分数分别为（７８．３５４±
３．８２９）、（８２．８３３±４．８０８）分，将两批住培医生查房
前后分数分别进行ｔ检验，ｔ值分别为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Ｐ均＜０．０５，说明两批住培医生教学查房前后分数
经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教学查房后住培医生的

理论成绩优于查房前。

２．２　出科实践考试成绩
一年级住培医生共６人，考核内容为病史收集以

及体查，其得分为（８５．０００±２．８２８）分；二年级住培医
生共６人，考核内容为医患沟通，其得分为（８８．３３３±
４．０８２）分；三年级住培医生共５人，考核内容为综述，
其中１人为“优”（两位教师评分均为“优”），其余
４人为“良”（两位教师评分均为“良”）。
２．３　教学反馈

住培医生问卷调查包括：此种教学查房帮助我

巩固了耳科基本知识、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及理解疾

病、帮助我提高了临床思维、帮助我增加了临床工作

兴趣、帮助我增加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帮助我提高了

医患沟通技能，是否愿意仍以这种形式开展教学查

房。分别有 ９４．１２％（１６／１７）、８８．２４％（１５／１７）、
８８．２４％（１５／１７）、８２．３５％（１４／１７）、９４．１２％（１６／
１７）、９４．１２％（１６／１７）、９４．１２％（１６／１７）的住培医生
对以上７个问题选择５分（非常同意／非常愿意），
说明此种教学查房模式得到了住培医生一定的肯

定。在开放式的问题中，２名住培医生建议教学查
房中强化影像学的阅片能力。

３　讨论

耳鼻咽喉科是临床医学中最具特色的学科之

一，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耳鼻咽喉诸器官多为深在

细小的腔洞，解剖结构复杂［２］，不易理解；第二，专

科体查及特殊的辅助检查结果解读具有专科性强、

难度较高的特点。结合３个不同年级的住培医生不
同的教学目的和需求，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可设立

不同年级住培医生的培养目标［３］：一年级的目标是

提升住培医生的专业能力，二年级的目标是提升住

培医生的职业素养、专业能力和患者照护能力，三年

级的目标是提升住培医生的职业素养、沟通合作和

终身学习的能力。结合专业特点，在同一次教学查

房中需考虑到每个年级及不同层次住培医生的能力

培养。因此，笔者采用了“逐级评价”的教学方法开

展教学查房，教学查房后住培医生的理论成绩优于

查房前，且出科实践考核成绩良好。同时，此种教学

查房方式获得了住培医生的肯定。基于“逐级评

价”的教学查房将学习的主动权从教师转移到学

生，让不同年级的住培医生成为教学查房的主体，同

时充当“教”与“学”的角色，这种递进式培养可以充

分发挥住培医生的学习主动性及自省自强能力。但

是，实施过程中仍有不足需要进一步反思及改进，分

别如下：①学员准备情况：由于此次教学查房不同于
以往，１周的准备时间稍显局促，查房前应更早、更
准确地传达查房流程，使查房流程更顺畅；②学员互
动积极性：有学者发现临床教学中采用以问题为导

向的互动式教学法临床教学质量更佳［４］，但此次在

教学查房的实施过程中，部分学员信心不足，发言不

够积极，通过教学反思，笔者认为查房过程中不仅要

提出学员的不足点，更需要及时地肯定他们的付出

和表现，使其充满自信地投入到教学查房过程中；

③学员的理论结合实践掌握度：本研究中教学查房
前后理论测试成绩有统计学差异，查房后的成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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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查房前，同时出科考核成绩良好，但仅凭教学查房

很难达到完全掌握一种疾病及其临床思维、医学人

文素养，除教学查房外，反复将知识运用于临床、学

练结合十分重要，此时可结合 Ｍｉｎｉｃｅｘ随时随地对
住培医生进行过程评价［５］；④学员的医学人文素养
培养：评分表中体现了学员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隐私

保护、医患沟通等项目，因教学查房中需要进行评

分，所以学员会注意礼貌用语及共情关怀等，在真实

的繁忙的临床工作中，学员可能会忽略细节，故在临

床工作中仍需不停的强化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创

造训练和学习情境，教师及高年级住培医生需要做

好示范带头作用；⑤针对学员反馈的反思：在“认识
及理解疾病、提高临床思维、增加临床工作兴趣”

３个方面，住培医生的认可度相对较低，笔者认为教
学查房是住培医生培养的环节之一，临床医生的胜

任力仍需要大量反复的临床训练，今后可尝试结合

病历书写比赛、临床技能操作比赛等，激发住培医生

的内在驱动力［６］，提高相应技能并增加临床工作兴

趣。另外，有学员反映希望在教学查房中加强影像

学的阅片能力，笔者认为可先进行一次影像学阅片

的小讲课，然后设计一次提高影像学阅片能力的教

学查房，将病房中多个典型病例的影像学综合对比

分析，并可结合３Ｄ打印加强空间理解力［７］，在奠定

基础后开展一次阅片比赛或 Ｓｅｍｉｎａｒ教学法［８］（小

型研讨会，针对某领域或主题在集中场地做研究或

讨论交流），多种形式充分重视并提高学员提出的

临床薄弱点；⑥针对“逐级评级”，可尝试对住培医
生进行分层教学，即根据不同培养对象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将培养对象和教学内容分为若干层次，使教

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更符合培养对象的知识

水平和接受能力［９］；⑦针对带教老师的建议：带教
老师也需要经过不断的考核与评估才能够达到满意

的水平，应建立师资评估体系，严格评估考核制度有

利于师资队伍的建设，为培养优秀的医师打下良好

的基础［１０］。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毕业生以提高临床

工作能力为主的系统、规范的培训，是医学生毕业后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查房是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中的重要内容，促进培训学员的医学理论知识

与临床实践相融合，培养其独立观察、分析、处理问

题等临床工作的能力。我们将“以学生为主体”作

为教学理念，将“逐级评价”教学方法融入临床教学

查房，设置不同阶段住培医生的培训要求，此种“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更能调动住培学员学习

讨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查房中不断“复盘”的形

式下训练不同年级住培医生的组织临床资料能力、

病例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和分析临床问题能力、批判

性思维能力，注重诊疗过程中的人文和职业素养培

养。医学教育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总结和改进，

才可能进行高质量的教学查房，最终提高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的质量。

参考文献：

［１］　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学查房规范专家论证

组，毕业后医学教育部数字培训中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

学查房规范（征集意见稿）［Ｊ］．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２０１７，１

（２）：８１－８３．

［２］　王承龙，冯永，赵素萍，等．耳鼻咽喉科临床见习教学改革与实

践［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６）：４６７－４６８．

［３］　唐大龙，冯湘雨，张培，等．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分年度递进式培养的探索与实践［Ｊ］．江苏卫生事业管

理，２０２０，３１（１０）：１３７５－１３７７，１３９０．

［４］　姚胜，臧宇，戎世捧．以问题为导向的互动式教学法在普外科

临床教学中的应用［Ｊ］．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２１，１９（３０）：１８４－

１８６．

［５］　毛迪，赵红洋．ＭｉｎｉＣＥＸ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２１，６（２６）：１９３－１９５．

［６］　易先丽，王晓艳．任务驱动教学法联合教学查房整合模式在本

科护理学课间实习中的实践［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２０２０，３３８（１８）：３１－３５．

［７］　王艺，董有康，张琨．３Ｄ打印实训在耳鼻喉专业研究生教育中

的实践研究［Ｊ］．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２０１８，１６３（４）：４０９－

４１２．

［８］　王沙，闵晓珊，尹叶薇，等．＂讲者＂培训对提高眼科住院医师

核心胜任力的研究［Ｊ］．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２０２０，１９

（６）：７２５－７３０．

［９］　陈冬莹，李昊，詹钟平，等．分层教学在风湿免疫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中的应用探索［Ｊ］．新中医，２０２１，５９３（２２）：２２８－

２３０．

［１０］孙捷，曹文艳，张华．重提主治医师教学查房在医学教学工作

中的作用［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１１２（４）：３３４

－３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本文引用格式：吴宏，范若皓，梅凌云，等．以学生为主体的耳鼻咽

喉科教学查房的探索与实践［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２０２１，２７（６）：７３８－７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

２０２１２１３９４

Ｃｉｔ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ＷＵＨｏｎｇ，ＦＡＮＲｕｏｈａｏ，ＭＥＩＬｉｎｇｙｕｎ，ｅｔａｌ．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ｏｇｙ［Ｊ］．ＣｈｉｎＪ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Ｓｕｒｇ，２０２１，２７（６）：７３８

－７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１２１３９４

·１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