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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对学位授予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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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对学位授予质量的影响是本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为此采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实证分

析的方法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以某医学院校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完善的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对提高学

位授予质量有着明显的正面影响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质量监控指标体系科学合理能规范临床实践教学流程

并提高教学效果。其二，评价方法多元化可全面体现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从而给学位授予提供客观依据。其三，应用信

息化管理平台提高了监控效率并且推动了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其四，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学生反馈机制对提升临床

实践教学质量相当关键，这一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完善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提高学位授予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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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on the quality of degree conferral is 

the primary issu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o achieve th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was conduct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aking a medical school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well-established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egree conferral,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a 

scientifically sound and reasonable quality monitoring indicator system can standardize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process and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Seco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methods can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students&#039;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ies, providing an objective basis for degree 

conferral. Third,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s improves monitor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e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quality. Fourth, strengthe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feedback mechanisms are crucial for enhancing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degree con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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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中医学教育是重要部分且其质量直接影响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以及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2022年全国高校临床医学专业

在校生超75万，但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不够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并且医学教育核心环节是临床实践教学，它肩负着把理论知识转化成临

床能力的关键任务且其质量直接决定医学人才培养整体水平 [1-2]。当下我国医学院校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完善，缺少科学、系

统、有效的监控机制从而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和社会需求差别明显，并且《中国医疗人才发展报告（2021）》指出超40%的毕业生觉

得自己的临床实践能力应对工作需求还不够 [3]。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对保障和提升医学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以

及培育符合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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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现状分析

（一）调研对象与方法

我校2014级到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有2314名学生被本研究

选中作为调研对象，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还有现场观察等方

法收集，问卷的内容涉及临床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教学内容与

方法、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以及学生满意度等方面且总共设计了

35个问题，评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调查从2020年1月持续到

2022年12月，问卷一共发出去2314份且收回有效问卷2153份，

有效回收率达到93.04%。

研究团队在开展工作时，不但深度访谈了我校的20名临床实

践教学管理人员以及45名带教教师，以知晓临床实践教学里的难

点与问题，还实地考察了8家附属教学医院的临床教学环境、设

施条件、教学管理状况并得到第一手资料，然后用 SPSS24.0和

NVivo12.0软件对量化和质性数据加以统计分析与内容分析以便全

面评估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现状。

（二）临床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研分析后发现当前临床实践教学有如下主要问题：不同附

属医院的教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差别很大使得教学资源分配不均

衡，并且带教教师临床工作量大导致无法保证足够教学时间和精

力，另外实践教学内容与理论教学脱节而未有效衔接，还有评价

机制单一不能全面评估学生临床思维和综合能力，表1呈现了不同

维度问题及其具体表现 [9]。

表1. 临床实践教学主要问题分析

问题维度 具体表现 占比（%） 影响程度评分（1-5分）

教学资源
教学设施不足 68.2 4.3

示范教学案例缺乏 57.4 3.9

师资队伍
带教教师数量不足 76.5 4.7

教师教学能力参差不齐 64.3 4.2

教学管理
实习轮转安排不合理 52.1 3.8

质量监控形式化 71.8 4.5

评价机制
考核方式单一 82.3 4.6

反馈机制不健全 78.9 4.3

表1表明，在临床实践教学中考核方式单一、带教教师数量

不足、反馈机制不健全这三个问题最为突显且占比分别达82.3%、

76.5%、78.9%，影响程度评分都在4.3分之上，这对临床实践教学

质量提升制约严重并影响学位授予质量，所以得针对这些问题建

立起系统又科学的监控体系，从教学资源配置、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管理优化、评价机制改革这些方面切入以全面提升临床实践

教学质量。

（三）现有质量监控标准的局限性

研究表明，我校当下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标准存在明显

问题。其一，监控指标体系太简陋，重点放在教学过程的形式

要素方面，很少对教学效果与学生能力培养进行实质性的评

价。调研数据表明，现有监控指标里，过程性指标占比达78%

之多，结果性指标才22%，不能全面体现临床实践教学的实际

效果。其二，监控方法单一，主要靠教学检查和学生评教，没有

多元评价机制，调查发现，85%的监控活动用的是传统听课评教

方式，多元化评价方法仅被15%的活动采用，很难客观全面地评

估教学质量 [7]。

另外，监控主体不够多元，主要是教务部门在主导，导致临

床一线医生、患者以及用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度不高，有数据

显示 [5-9]质量监控活动里教务部门参与率达100%，但临床医生参

与率才32%，且患者和用人单位参与率更低，分别为8%和5%。

而且监控结果应用得少，质量改进的闭环也补不上，因为调查表

明 [10]仅27%的监控结果能有效用于教学改进，多数监控活动过于

形式，没形成“监控 -反馈 -改进 -再监控”的完整环。最后，

信息化支持缺失，使得监控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效率低，无法

做到实时监控和精确干预，这些局限严重影响临床实践教学质量

持续提高。

二、构建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一）监控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有着相应的理论基础，其中全

面质量管理理论（TQM）是重要依据，这一理论着重全员参与、全

过程控制以及持续改进，把质量管理渗透到教学方方面面，在临床

实践教学中明确质量标准、开展质量监控并进行反馈改进，从而形

成质量管理的闭环以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11]。另外，监控体系被

能力本位教育理论赋予了目标导向，这一理论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

心且重视学习成果评价。这些理论给构建科学、系统、有效的临床

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提升医学生临床实践

能力以及医学学士学位授予质量有帮助 [13-14]。

（二）监控体系的框架设计

上述理论基础和现状分析为基础，本研究设计出一套“三维

一体”的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框架，“三维”即监控主体、

监控内容、监控阶段，“一体”是将这三个维度有机融合成一个统

一且协调的监控整体，在监控主体维度上建立由学校教务部门、

附属医院教学管理部门、临床科室三级联动的“校院科”三级监

控组织架构并明确各级组织的监控职责与权限，与此同时引入第

三方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患者代表等外部监控主体以形成内外

相结合的多元监控格局 [5]。

（三）监控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研究以监控体系框架为依托，运用德尔菲法构建起临床实

践教学质量监控指标体系，研究团队邀请医学教育专家、临床带

教教师以及管理人员，经三轮专家咨询后最终确定了一个包含3个

一级指标（教学资源保障、教学过程实施、教学效果评价等）、9

个二级指标（涵盖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学文件等）和27个三

级指标的监控指标体系 [12]。

（四）监控实施方案

为保证监控体系有效运行设计了系统化实施方案，该方案涵

盖组织保障、操作流程、信息平台以及结果应用这四个方面的内

容，在组织保障这块会组建由学校、医院、科室构成的三级临床

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以承担监控工作的组织实施与协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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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操作流程采用 PDCA循环监控流程，即“计划 -实施 -检

查 -反馈 -改进”。信息平台开发了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信息系

统，从而实现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反馈的信息化管理，进而

提升监控效率和精准度。结果应用方面建立起监控结果与教师考

核、评优评先、资源分配相联动的机制，以此强化质量激励，并

且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会，分享优秀教学经验，大家一块儿解决质

量问题，推动教学质量持续改进。

三、质量监控体系的实施效果评价

（一）评价方法与指标

本研究运用多维度、全方位的评价方法评估临床实践教学质

量监控体系的实施效果，其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融合的综合分

析法，借由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临床技能考核、教学查房观察

以及学生电子档案分析等多元途径收集数据，并且对2014-2018

级临床医学专业的2314名学生开展跟踪研究，这为评价提供了大

量数据支撑。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四个维度，即教学过程质量、学

生能力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医教协同程度，以教学过程为例，

着重考查教学计划执行率、临床教学内容规范性、带教医师责任

制落实状况 [11]。

（二）实施效果分析

医学生临床技能培养和综合素质提升对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的实施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对比分析2014-2018级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在实施监控体系前后的情况能发现各方面效果特别明

显。其一，临床基本技能掌握程度方面，实施监控体系后学生技

能合格率从原来的83.7%涨到94.6%且优良率也从45.2%提高到

76.8%。其二，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指标提高得很显著，临床病例分

析能力评分平均从72.5分涨到86.3分。其三，医患沟通能力评价

里的“同理心表达”与“病情解释清晰度”这两项核心指标都在

20%以上的提升幅度。最关键的是，监控体系实施推动了医教协

同效应，使得教学医院参与临床教学积极性大大提高，并且临床

带教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意愿从实施前的42.3%升到78.9%，学生

满意度调查显示，临床实践教学总体满意度从实施前的68.5%提

到了91.2%[1]。

表 1 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施前后学生能力对比

评价指标
实施前

（2019年）

实施后

（2022年）

变化率

（%）

临床基本技能合格率（%） 83.7 94.6 +13.0

临床基本技能优良率（%） 45.2 76.8 +69.9

临床思维能力评分（百分制） 72.5 86.3 +19.0

医患沟通能力评分（百分制） 68.9 85.2 +23.7

综合病历分析能力评分（百分制） 70.8 84.6 +19.5

学生满意度（%） 68.5 91.2 +33.1

临床带教教师参与度（%） 42.3 78.9 +86.5

（三）对学位授予质量的影响

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施后，学位授予质量深受其影

响且主要体现在“质”与“量”这两个方面。就质量而言，监控

体系实施后，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参加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通

过率于2019年是82.3%，到2022年提高到了93.5%，比2022年全

国平均的86.7%高不少，并且2022年就业调查表明，毕业生一次

性签约率达91.8%，比2019年增加了16.2个百分点，毕业生职业

竞争力明显变强，而且特别重要的是，2022年用人单位跟踪调查

毕业生质量时，93.2%的单位称满意或者非常满意，比2019年提

升了21.5个百分点，可见毕业生专业能力被用人单位广泛认可。

从数量来讲，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授予率2019年为94.6%，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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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98.2%，而毕业延期率则从5.4%降到了1.8%[14]。

表 2   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实施前后学生质量对比

影响指标
实施前

（2019年）

实施后

（2022年）
变化幅度

临床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 82.3 93.5 +11.2%

学位授予率（%） 94.6 98.2 +3.6%

毕业延期率（%） 5.4 1.8 -3.6%

一次性就业签约率（%） 75.6 91.8 +16.2%

用人单位满意度（%） 71.7 93.2 +21.5%

高质量就业率 *（%） 34.2 52.7 +18.5%

继续深造率（%） 26.5 38.9 +12.4%

注：把毕业生在三甲医院、科研院所等优质医疗机构就业的

比例叫作高质量就业率。

四、结论

本研究构建并推行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这对医学学

士学位授予质量有显著积极影响，因为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合理且

多维度的监控体系既能提升临床实践教学质量，又对学位授予质

量的提高有直接促进作用。2019到2022年实施效果显示，学生临

床基本技能优良率提高69.9%、临床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提升11.2

个百分点、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签约率增长16.2个百分点以及用人

单位满意度提高21.5个百分点，这都能充分证明质量监控体系是

有效的，并且监控体系还促进了医教协同，使带教教师参与度提

高86.5%，从而从根本保障临床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不断被修

正和完善，尤其引入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后，其实用性和针对

性明显提升，在“新医科”背景下，本研究构建的临床实践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有力支撑校提高医学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也给同类

医学院校提供可借鉴经验和模式。往后随着医学教育改革深入，

监控体系会继续优化完善以适应医学人才培养新要求和新挑战，

为培育高素质医学人才、提升医学教育质量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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