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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循证医学在神经内科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模式。方法 对比以循证医学小讲

座、循证医学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循证临床实践为主要教学环节的神经内科循证实习教学模式(循证教学

组)和传统教学模式(传统教学组)的教学效果。结果 循证教学组的学生对神经内科的兴趣和教学满意度高

于传统教学组的学生，对神经病学理论及临床技能掌握方面也优于传统教学组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神经内科构建循证医学实习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神经内科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批判思维

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关键词】 循证医学；神经内科；临床实习；教学

【中图分类号】 R74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5）19—2939—03

How to construct the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Neurology. LI Qi-fu 1, ZOU Qin 2,
ZHU Yan 3, WANG Shu-rong 1, MA Lin 1, CHEN Zhi-bin 1, LIAO Xiao-ping 1.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1, Counseling
Room 2, Teaching Unit 3,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570102, Hai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in Neurology. Methods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nd the EBM

teaching model, which include EBM seminar, EBM teaching rounds, and case discussions, and EBM clinical practice.

Results The interest in neurology and the satisfaction for teaching were higher in the group of EBM teaching model

than in the group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P<0.05). On the examination of skills and theory of neurology, the

score of students in the group of EBM teaching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in the group of tra-

ditional teaching model (P<0.05). Conclusion EBM teaching model could improve the students’interest in neurolo-

gy and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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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目前对于循证医学在临床带教中的应用已有诸
多研究[1-2]，但对其具体构建模式的研究较少。本文
结合我们前期在神经内科进行的循证医学临床实习
研究[3]，初步探索在神经内科如何构建循证临床实习
教学模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级本科实习学生80名均

来自海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按随机数表法分为传
统医学教学组(传统教学组)和循证医学教学组(循证
教学组)，每组各 40名，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构成、
入科前神经病学理论考试成绩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构建循证医学实习教学模式
1.2.1.1 实习带教教师学习循证医学 邀请临

床流行病学教研室的教师到神经内科讲授循证医学，
实习带教教师系统学习循证医学的理论方法，将循证
的思想贯穿于临床实习教学中，掌握“提出问题、检索

文献、查寻最佳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的循证临
床实践步骤。

1.2.1.2 开设实习学生循证医学小讲座 在《临
床医学导论》课中安排3学时介绍循证医学，开设《循
证医学》选修课，使学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前已有循证
医学理念。在实习学生入科第1周内进行4学时的循
证医学小讲座，包括循证医学的概念，如何进行循证
临床实践，如何进行文献检索，如何对证据的质量和
可靠程度进行评价。

1.2.1.3 实施循证医学实习教学实践 接受过
培训的临床教师每人带教 1~2位实习学生，在问诊、
体查、病例书写、诊治方案拟定、实践操作等环节都
应用循证医学的思想，开展“以病例为导向、以问题
为基础”的循证医学临床实践。第 1周内，安排学生
学习神经内科常见疾病(如脑梗死、癫痫等)的主要
诊断要点，要求学生熟悉常见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
的特点。通过循证医学小讲座，介绍循证医学的具
体实施方法，学习按照PICO原则(Population-Inter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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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回顾并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5-2014年人才流失现状及原因，提出相应对策

与建议。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医院人才流失的数量、性别、年龄、学历、职称、院龄、岗位类别、用工方

式、高层次人才等特征指标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结果 2005-2014年医院人才流失234人，流失人员平均年龄

(32.35±7.38)岁、平均院龄(6.82±5.81)年，高层次人才流失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人才流失各项指标中，构成比最高

的分别为：女性(60.7%)，26~30岁年龄组(32.1%)，本科学历(36.3%)，初级职称(56.4%)，0~5年院龄组(50.8%)，医护岗

位(80.3%)，编外性质(61.1%)。人才流失原因多为薪酬待遇、个人发展、执业环境、家庭因素。结论 医院应针对医

院管理、组织环境、个人等原因采取相应对策，提高人才队伍的稳定性，降低人才流失风险，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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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situation of brain drain from 2005 to 2014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in drain,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brain drai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Methods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20.0 was used

to descript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 indexes of brain drain in the hospital, including number, gender, ag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itle, length of service, job category, employment methods, high-level talents. Results From 2005 to 2014,

the hospital lose a total of 234 talents,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32.35±7.38) years old and the average length of service

of (6.82±5.81) years. The number of high-level talents lost presente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he indicators of the

brain drain with the highest constituent ratio were women (60.7%), age of 26~30 years old (32.1%), bachelor's degree

(36.3%), primary professional title (56.4%), and 0~5 years of service (50.8%), nursing positions (80.3%), non-perma-

nent staff (61.1% ). The reasons for the brain drain mostly included personnel remunera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environment, family factors. Conclusion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health personnel, reduce the risk of

brain drai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regarding hospital management mechanism, training and working system, as well as pers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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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Comparison intervention-Outcomes) 进 行 问 题 构

建，学习在校园网络上查阅文献和文献质量评价等。

第2周内，实施循证医学教学查房和病例讨论。教学

查房过程中运用循证医学方法，带教教师根据教学大

纲制定查房内容，针对即将查房的患者提出病因、诊

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的问题，将查房的内容和需解

决的问题提前3~4 d通知学生，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查

阅资料、检索医学文献数据库、整理并评价证据，并提

出治疗方案，教学查房时讨论。利用典型教学病例进

行病例讨论，提前 1周将病例资料发给学生，并提出

问题，模式同教学查房。第 2 周实习结束前，带教老

师让实习学生对本医疗组某一病例的诊疗措施提

出问题，然后学生自己查阅相关医学文献，提出自

己的意见，带教老师及时进行评价，在检索方法、

检索结果评价等方面提出反馈意见，并与患者的

病情结合，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以逐步提升学生

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1.2.2 传统实习教学模式 以临床查房、经验

传授和技能操作为主要教学模式，并配以专题讲座和

病例讨论，以讲解式为主[3]。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3.1 教学满意度调查 神经内科 2 周实习结

束时发放调查问卷，对教学方法、神经病学的感兴趣

度及教师满意度进行调查。

1.3.2 出科考试成绩 在神经内科临床实习结

束时进行理论考试和实践技能考核，实践技能考核包

括问诊、查体、病例分析及腰穿等。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

样本均数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采用χ2检

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问卷调查 循证教学组学生对教学方法的

满意率、对神经内科的感兴趣率以及对教师的满意率

均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2.2 出科考试成绩 循证教学组学生的理论成

绩和临床技能成绩均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我国2008年颁布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

学专业》和《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都将临床医学本
科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作为重要目
标。临床实习是本科生临床医学教育中最为重要的
一环，也是医学理论教育与临床实践练习最紧密的阶
段，但以经验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仍然是目前主
要的实习带教模式。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强调基础理
论和基本训练，强调知识吸收和经验积累，注重知识
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因此，传统教学模式培养的学生
常常在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等方面能力较差，缺乏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
不符合临床医学本科生教学的目标。随着医学模式
由经验医学模式向循证医学模式的转变，将循证医学
应用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可能有助于临床医学本科学
生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4]。循证医学
教学法以临床实际问题为中心，检索世界范围内的相
关文献，查找解决问题的最佳证据，严格进行证据质
量评价，结合患者的价值和愿望，结合医生的临床经
验，谨慎的制定诊断及治疗决策，并对治疗效果进行
反馈[5]。

本研究结果显示循证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教学效果，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得到提高，缩小了临床医学理论与实践之间
的距离。但是，循证临床实习教学中也应注意以下几
点：(1)带教老师需要掌握循证医学知识，并能够结合
神经疾病特点，才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检索资料、
解决问题。(2)提出的问题和需要评价的文献应该是
重要的临床问题，特别是有争议且目前尚未统一认识
的问题，比如急性脑梗死在急性期是否进行积极降血
压治疗的问题。(3)证据质量评价比较复杂，掌握其
关键要点，比如是否随机方法、是否分配隐藏、失访资
料是否报告等，简明扼要方能让学生顺利进行质量评
价，尤其是检索文献时指导如何使用医学数据库、如
何确定检索关键词。(4)注重评价结果的实际应用，
引导学生合理地解释临床研究结果和患者实际病情
的差异，审慎地决定该研究证据对该具体患者是否合
适，注重个体化与循证医学结合的思想。(5)以学生
为中心，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是循证医学临床实习教
学成功实施的关键。带教老师和学生都应严格按照
计划进行，否则容易导致循证医学教学模式流于形
式，难以到达教学效果。

表 1 两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名（%）]

组别

循证教学组(n=40)

传统教学组(n=40)

χ2值

P值

对神经病学感兴趣

36(90.0)

28(70.0)

5.00

0.025

对教学方法满意

38(95.0)

30(75.0)

6.275

0.012

对教师满意

37(92.5)

30(75.0)

4.501

0.034

表2 两组学生的神经病学出科考试成绩(x-±s，分)
组别

循证教学组(n=40)

传统教学组(n=40)

t值
P值

理论成绩

88.2±5.2

80.2±4.6

7.29

0.001

临床技能

89.8±6.6

82.5±5.8

5.25

0.001

··2940



基金项目：江苏社科研究人才发展课题(编号：14SRB-21)

通讯作者：卢建华。E-mail：ljh@njmu.edu.cn

医院近10年人才流失现状分析与思考
宋 兵 1 ，2，卢建华 1，丁 强 2，徐长江 2，王 虹 2

(1.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9；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 目的 回顾并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5-2014年人才流失现状及原因，提出相应对策

与建议。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医院人才流失的数量、性别、年龄、学历、职称、院龄、岗位类别、用工方

式、高层次人才等特征指标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结果 2005-2014年医院人才流失234人，流失人员平均年龄

(32.35±7.38)岁、平均院龄(6.82±5.81)年，高层次人才流失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人才流失各项指标中，构成比最高

的分别为：女性(60.7%)，26~30岁年龄组(32.1%)，本科学历(36.3%)，初级职称(56.4%)，0~5年院龄组(50.8%)，医护岗

位(80.3%)，编外性质(61.1%)。人才流失原因多为薪酬待遇、个人发展、执业环境、家庭因素。结论 医院应针对医

院管理、组织环境、个人等原因采取相应对策，提高人才队伍的稳定性，降低人才流失风险，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医院；人才流失；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R197.32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5）19—2941—04

Analysis on brain drain of our hospital in the latest ten years. SONG Bing 1,2, LU Jian-hua 1, DING Qiang 2, XU
Chang-jiang 2, WANG Hong 2. 1. Schoo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Jiangsu, CHINA;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situation of brain drain from 2005 to 2014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ain drain,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brain drai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Methods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20.0 was used

to descript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 indexes of brain drain in the hospital, including number, gender, ag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itle, length of service, job category, employment methods, high-level talents. Results From 2005 to 2014,

the hospital lose a total of 234 talents, with the average age of (32.35±7.38) years old and the average length of service

of (6.82±5.81) years. The number of high-level talents lost presented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he indicators of the

brain drain with the highest constituent ratio were women (60.7%), age of 26~30 years old (32.1%), bachelor's degree

(36.3%), primary professional title (56.4%), and 0~5 years of service (50.8%), nursing positions (80.3%), non-perma-

nent staff (61.1% ). The reasons for the brain drain mostly included personnel remunera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environment, family factors. Conclusion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health personnel, reduce the risk of

brain drai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regarding hospital management mechanism, training and working system, as well as personal factors.

【Key words】 Hospital; Brain drain; Reason; Countermeasure

·医院管理·

随着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激烈的医疗

市场竞争使医院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人

才作为医院的第一资源，是医院发展的根本和动力，

也是医院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1]。因此，如何

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和留住人才、降低人才流失风险，

成为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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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神经病学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构建循证

医学实习教学模式，将循证医学运用于病因、诊断、治
疗和预后等实际问题，通过循证医学的方法独立地解
决问题，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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