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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临床实习教学查房的制度和流程规范管理

李红宾，梁红敏，罗志勇，尹竹萍，吴晓娟，殷小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学管理部，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目的 加强临床实习教学查房的规范化管理，提升医学生实践能力，促进实习教学质量的提高．方

法 （1） 制定实习教学查房的制度和流程； （2） 2008 级临床专业实习生 143 人为研究对象，分为 2 组，实验组

71 人，运用新制定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教学查房，对照组 72 人，仍用原有的办法进行教学查房，每月进行 2 次教

学查房； （3） 发放调查表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

进行责任导师评价和自我评价，并比较 2 组评价结果．结果 责任导师评价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理论知识掌握能

力、临床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实习生自我评价结果与责任导师

评价结果一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1） ．结论 教学查房的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提高了实习生临床综合

能力，为教学医院实习教学查房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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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cess for teaching ward rounds

of clinical practice，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1） We established the system and

process for teaching ward rounds. （2） The students of 2008 grade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new system and

process for teaching ward rounds was used in 71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and the primary teaching ward

rounds system was used in 72 students in control group. （3） A survey concerned about students' abilities of grasp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clinical thinking， self-study，clinical operation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were

investigated in both students and their tutors. Resul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bilities of grasp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clinical thinking，self-study，clinical operation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enhanced much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 ＜0.01） . Conclusion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cess for teaching ward rounds of clinical practice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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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查房是医科院校临床实践教学中培养医

学生临床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是临床毕业实习

中重要的教学内容，各医学高等院校附属医院十

分重视教学查房的教学质量．本课题组探索出一套

临床毕业实习教学查房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

实习教学中应用，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8 级临床专业实习生 143 人分为 2 组，实

验组 71 人，运用新制定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教学查

房，对照组 72 人，仍用原有的办法进行教学查

房．每 2 周进行一次教学查房．

1.2 教学查房制度和流程的制定与应用

1.2.1 教学查房制度的制定 针对临床实习中存

在的问题，制定了临床医学本科实习生教学查房实

施细则，以行政文件的方式发放到各个教研室和教

研室属下各带实习科室，要求带实习教研室、科室

和教师认真学习，并严格遵照执行．明确了规定教

学查房是针对实习生的指令性教学任务，要求教研

室在每组实习生进入内外妇儿大轮转前 1 周将教研

室所属各科室教学查房的指导教师、时间、地点、

内容等计划报临床教学管理部审批，上报计划批准

后不得随意变更，否则按教学事故处理．同时对教

学查房指导教师的资质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由教

研室主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教学意识及责任心强

的教师承担，原则上规定教学查房应由病房三级或

二级医师承担，确保教学查房的质量．规定教学查

房中教师用时与学生用时比即教师用时与学生用时

比为 1:1．

1.2.2 教学查房流程的制定 （1） 教研室按要求安

排教学查房指导教师、时间、地点及内容 （在实习

生出科大轮转前 1 周将下一轮的教学查房计划报教

学管理处备案）； （2） 指导教师根据要求选择病

例，与病人沟通，取得配合； （3） 指导教师准备

教学查房教案，并提前 3 天通知学生作相关准备，

指定 2～3 名学生主发言 （不同次教学查房更换主

发言学生）； （4） 原则上床旁听取实习生汇报病

史，看学生基本操作； （5） 听学生诊治分析，并

由上极医生补充或修正，在上级医生指导下，进行

专科补充检查； （6） 指导教师进行各层次的提问、

启发、诱导、纠偏，联系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分析；

（7） 就该患者的病因、诊断、鉴别、治疗及愈后等

组织学生进行讨论； （8） 指导教师归纳、总结，

指出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介绍新进展 （根据学生

情况综合给出实习平时成绩，填写教学查房记录）.

1.2.3 教学查房制度和流程的应用 制定的教学

查房制度和流程在 2008 级实习生实验组学生实习

中应用，在 2009 级全面推行．

1.3 教学效果评价

实习结束时对 2 组学生均进行理论知识掌握能

力、临床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医

患沟通能力的自我评价以及责任导师评价，每项能

力满分 20 分，五项能力综合得分 100 分，分别比

较 2 组各项评价结果得分．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 检

验，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责任导师对学生能力评价结果

责任导师共发放调查表 143 份，回收 139 份，

回收率 97.2%，2 组学生理论知识掌握能力、临床

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

力的责任导师评价结果比较见表 1．通过责任导师

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上述能力的评价分析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1） .

2.2 学生自我评价结果

实验组发放评价表 71 份，对照组发放 72 份，

所有调查表全部收回，回收率 100%．两组理论知

识掌握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

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比较见表 2．实验组基础知识

掌握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能

力和医患沟通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统计学分析差

异有统计学义 （ ＜0.01） ．

2.3 实现了教学查房的规范化管理

通过教学查房制度和流程的运用，推进了我院

教学查房的规范化，教学查房的规范率由 72%上

升到 96%，彻底消除了将教学查房变成小讲课的

现象．患者的配合度达到 98%，同时实现教学查

房的计划性，2009 级临床专业实习生进院前 1 周，

有实习任务的教研室均提前制定了该年级全年教学

查房计划，计划内容细化到教学查房时间、地点、

内容、指导教师和参加学生组别．

3 讨论

临床毕业实习是医学实践教育中重要的环节，

是医学生实现角色转换的重要阶段，规范临床毕业

实习管理，对于培养医学生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意

义．教学查房是培养实习医师临床思维能力、自学

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

规范的教学查房还能促进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巩

固，是临床实习的重要质量环节，是培养实习生将

理论知识和临床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教学手段，从
多方面训练和培养学生临床能力[1-3]．但是，如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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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查房组织和实施不规范，将无法实现其应有的教
学功能．笔者通过教学查房制度和流程的制定与应
用，实现了教学查房的规范化，保证了教学查房按
计划执行，杜绝了非正常调课，避免了因教师临时
调课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情况．同时通过教学查房制
度和流程的制定与应用，彻底消除将教学查房变成
小讲课的现象，提高了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教学查房不仅是加强临床实践综合素质教育的
途径，也是传授实践技能的主课堂，能有效提高医
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
力、提高临床技能水平[4]．规范教学查房有效促进
了学生临床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责任导师和学生
的自我评价调查，实验组学生在基础知识掌握能
力、临床思维能力、自学能力、临床操作能力和医
患沟通能力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教学查房是实习中
很重要的质量环节，还是 CBL 结合 PBL 在临床医
学教育中应用的重要方式，通过教师精心准备示教
病例，预先设计好主要讨论的问题，并通过查房前
学生的准备、查房过程中动手操作、与患者的沟通
以及讨论学习，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临床操作
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也提高了学生临床技能水
平，通过教师结合临床病例进行一步步的分析、启
发及讨论，有效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在教学查房的管理改革中，笔者根据教学查房
的内涵要求和教学目的，通过教学查房中学生用时
与教师用时比的教学用时分配观念的提出，明确规
定学生在教学查房中的任务和职责，也提醒带教教
师充分给予学生自主思考、积极动手、参与讨论的
机会，真正落实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的教学
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教师“把着讲”和学生只带

“耳朵”不带“心”的局面，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

组 别 n 理论知识掌握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自学能力 临床操作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 综合得分

实验组 71 18.33±1.45** 18.36±2.16** 17.46±1.84** 18.02±1.84** 16.65±2.66** 87.15±2.54**

对照组 72 16.47±1.68 16.87±1.78 15.35±2.31 16.89±2.37 14.77±2.13 83.56±2.21

表 2 实验组和对照组自我评价结果比较 （x±s）
Tab.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abilities of students assessed by themselves between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x±s）
组 别 n 理论知识掌握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自学能力 临床操作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 综合得 分

实验组 71 19.33±1.95 17.36±2.16 18.26±1.74 19.02±1.66 18.74±1.73 88.36±3.22

对照组 72 17.47±2.68** 16.17±1.95** 16.55±2.53** 17.98±1.87** 15.81±1.69 ** 84.79±2.36**

表 1 责任导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能力评价结果比较（x±s）
Tab.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abilities of students assessed by tutors between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x±s）

与对照组比较，** ＜0.01.

与对照组比较，**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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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目前，量化管理越来越
多的被应用于教学管理中，但主要是用于教学质量
评价[5，6]，少有在教学管理其他领域的应用．教学查
房管理中教师用时与学生用时比的提出，是教学量
化管理的一种尝试，也是量化管理模式在实践教学
中应用的一种探索，对于教学的量化管理具有重要
意义．

制定临床实习各环节的管理制度，必须要结合
临床医学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必须符合管理
规律，运用制度化的手段来管理教学的目的不是为
了强化行政对教学的管理，而是形成一套教师、学
生和教学管理部门共同执行的统一规范和标准，达
到有效管理临床教学，提高医学生临床能力，促进
教学质量提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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