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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实践是医

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随着医学教育模式的转变、

医疗相关法律的逐步完善和患者自我权利意识的增

强，临床实践教学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制约了

医学生临床实践操作的学习。学生在每个临床科室

的轮转时间有限，师生间缺乏足够的了解，临床带教

老师不能掌握学生整体的实习情况，难以提供全面

系统的指导。近年一些高校开始尝试在临床实习教

学中引入导师制，以师承关系的方式开展临床实践

教学，提高学生职业认知度和实践教学质量。我校

从 2015年开始在部分附属医院开展临床本科生实
践教学导师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得到了导师和学

生的认可，现将具体内容总结如下，以期为以后的临

床实践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择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2013
级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共 70人，毕业前实习点为

西安医学院附属咸阳医院。

1.2研究方法
1.2.1导师制相关制度制定 包括导师遴选办法、导师

职责、考核、奖励细则等。在主要临床科室遴选临床经

验丰富、科研基础扎实、热爱教学工作、有一定带教经

验的医生作为带教导师。

1.2.2实践教学导师制的实施 淤举行师生见面会：
导师介绍自己所从事专业的基本情况、科研方向，学

生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指导需求，师生进行双向

选择，最终确立师生关系。每位导师指导 1~2名学
生。于日常教学安排：导师根据学生特点和科室具体
情况安排相关教学活动，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进行

临床实践和课题研究。包括了解医院环境及相关工

作流程和医疗制度，常见疾病的诊疗思路的培养，参

与导师部分科研项目，学生定期向导师汇报实习情

况，导师定期对学生临床技能进行考核。

1.2.3调查工具 通过自拟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师生

内容分别设置具体见表 1、表 2。
2结果
2.1实习生问卷调查情况 共发放调查问卷 7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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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role of tutor system in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for undergraduates in clinical medicine.
Methods The undergraduate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instructor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Xian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an Medical College. The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who were internship in this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training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wo-way selection,
each intern selected a tutor. During the internship process, the tutor was in the course of student internship. Conduct targeted instructional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for designated interns and issue relevant questionnaires to the instructors and interns participating in the study.Results The
interns believ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utor system can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clinical problems (95.71%), improve the clinical
skills (97.14%),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94.29%), help to employment guidance (94.29%),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tutor system (97.14%); The teachers believ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utor system can help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95.00%),
increase the enthusiasm of participating in teaching (92.50% ),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ship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nship
(90.00%), and it is necessity of existence (97.50%).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utor system in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 internships
helps students to develop practical clinical problems, improve communication skill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clinical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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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70份，其中男 21人，女 49人。5项内容结果依
次为 95.71%（67/70）、97.14%（68/70）、94.29%（66/
70）、94.29%（66/70）、97.14%（68/70），具体见表 1。

2.2导师问卷调查情况 导师问卷 40份，回收问卷
40份，其中教授 5名，副教授 7名；硕士学历 35名。
四项调查内容结果依次为 95.00%（38/40）、92.50%
（37/40）、90.00%（36/40）、97.50%（39/40），见表 2。

3 讨论
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培养模式多强调教学

计划性和统一性, 学生在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要
求下接受相同的教育[1]。易忽视学生个体情况,可能
影响学习的创造性及主动性，实践能力及创新思维。

导师制是目前国内外医学院校研究较多的一种

方法[2，3]。由指导老师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等
直接指导, 是提高学生基本素质的一种互动教学模
式[4]。要求导师直面学生，做到教书育人，提高学生
整体综合素质[5]。

医学生实习常依实习大纲进行科室轮转, 无专
人全程负责，亦无明确量化的考核指标；带教老师本

身有繁重的临床工作和科研任务，教学管理及实践

带教时间紧张，严重影响学生实践能力锻炼；患者自

我保护意识增强，学生即使在临床医师指导下的操

作也受到排斥；部分老师为降低医疗纠纷发生,可能
不愿安排学生操作, 导致学生动手机会较前减少[6]。
带教老师以医疗为中心，部分教学意识不强，不重视

教学病例的选择和收集，忽视了学生临床思维及实

践技能的培养；实习生每个科室轮转周期短，师生之

间缺乏了解及相对持续的指导；实习生年龄较轻是

形成科学的三观的重要时期，社会生活经验不足，思

想缺乏稳定性、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7]，培养医学
生不仅要注重工作能力的培养，还应帮助其树立正

确的三观，为其提供一个系统化、高质量的培养条件

不论对其以后的工作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目前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习生较多，分布

在 20余所教学医院，各医院教学情况不同，给管理
带来诸多困难，仅部分医院实行了导师制，尚未形成

一定规模。本研究发现导师制的实行使教师的“导”

与学生的“学”有效结合，有助于提高实习生分析解

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临床操作技能水平、医患沟通能

力，对培养实习生良好医德医风及就业起积极作用，

并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导师组认为有助于促进自身

教学水平、参与教学积极性的提高，是一种师生间教

与学、学与学互动的教学新环境，促进教学相长。

临床实习教学导师制的实施利于实习生形成积

极健康的医学职业人格。同时还需要不断完善导师

制相关制度的建设，加强导师和实习生规范化管理，

从而提高导师和实习生对导师制重要性的认识，建

立健全导师培训制度,提高导师自身素质，进一步完
善实习教学导师制评价体系以及相关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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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调查内容

导师制的实施对其分析解决

临床问题的能力有所提高

导师制的实施有助于提高

自身临床操作技能水平

导师制的实施提高了

自身医患沟通能力

在导师的指导下，对自身就业

指导方面起作用

临床实习过程中有必要实施

导师制

选项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47
20
3

45
23
2

45
21
4

44
22
4

47
21
2

百分比

67.14
28.57
4.29
64.29
32.86
2.86
64.29
30.00
5.71
62.86
31.43
5.71
67.14
30.00
2.86

表 1 临床实习生对导师制的实施效果评价结果渊 袁%冤

序号

1

2

3

4

调查内容

施行导师制有助于促进

自身教学的提高

施行导师制有助于提高

参与教学的积极性

施行导师制有助于加强

实习管理，提高实习质量

实习导师制的存在

有其必要性

选项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25
13
2

23
14
3

21
15
4

25
14
1

百分比

62.50
32.50
5.00

57.50
35.00
7.50

52.50
37.50
10.00
62.50
35.00
2.50

表 2 带教老师对导师制的实施效果评价结果渊 袁%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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