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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构建了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岗位胜任力评价标准体系。研究团队通过多

中心调查研究，并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咨询，初步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为内科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制定和水平评估提供了可靠且实用的工具，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和临床技能培训

的科学性。该评价体系的构建为培养高素质的内科学专业人才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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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ed a competency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internal 
medicine, tailor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volving field.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a multi-
center survey and employed the Delphi method for expert consultation, resulting in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a set of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findings provide a reliable and practical too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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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training programs and assessing the competency levels of internal medicine master’s stu-
d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rigor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this evaluation system offer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fes-
sionals in inter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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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医学教育背景下，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已成为中国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目前国内对于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岗位胜任力的评价标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为了提高医学

教育质量和临床培训效果，迫切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构建一套系统、全面的评价标准。 
近年来，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国际医学教育标准的引入，国内医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相关研究表明，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至关重要[1]。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已经在医学教育评价体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美国的 ACGME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核心胜任力框架，以及加拿大的 CanMEDS (Canadian Medical Education Directives for 
Specialists)框架，这些框架为医学生的胜任力培养提供了系统的指导[2]。在中国，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的全面实施，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然而，现有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单一学科或单一地区，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系统性研究。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岗位胜任力评价标准[3]。 
本研究通过多中心调查研究，旨在探索和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需求的岗

位胜任力评价标准。研究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咨询，并结合多中心的调查数据，初步形成了一套评价指

标体系。期望通过该研究，为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制定和水平评估提供可靠且实用的工

具，提升医学教育质量和临床技能培训的科学性，最终为培养高素质的内科学专业人才提供重要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多中心调查法，并结合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咨询，以构建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岗位

胜任力评价标准体系。研究在海南医学院附属三家三级甲等医院进行，具体步骤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文献查阅：检索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百度文库、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等数

据库及网络资源，重点关注内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岗位胜任力、临床技能培训及其评价体系相关的研究

与政策。检索时间范围为数据库建立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国内期刊论文的筛选标准为 CSSCI、北大核

心和 CSCD，学位论文则限定为硕士研究生论文。 
2) 资料整理与分析：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整理，重点分析了各类内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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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岗位胜任力的评价标准与方法。 
3) 专家小组讨论：组织内科学领域的专家小组，通过讨论确定初步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4) 问卷调查：设计并分发问卷，收集多中心医院内专家对岗位胜任力评价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5) 德尔菲法咨询：多轮次德尔菲法咨询，对初步的评价体系进行逐步修订和完善，最终形成符合实

际需求的标准体系。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包括新入学研究生、在读研究生及优秀毕业生等。此外，

还邀请了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育背景的专家参与德尔菲法咨询。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于问卷调查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和标准差( X s±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显著性检验水准 α = 0.05。
专家咨询数据通过德尔菲法进行汇总和分析，确定最终的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3. 研究结果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及文献分析等方式。问卷设计基于前期文献综述和专家小组讨论

结果，经过多轮修改和完善后最终确定。问卷内容涵盖临床技能、职业素养、医患沟通、团队合作、疾病

预防与健康促进、终生学习等方面。 
本研究进行了两轮专家咨询，第一轮共发放问卷 20 份，回收 15 份，有效回收率 75.0%；第二轮发

放问卷 15 份，回收 15 份，有效回收率 100.0%。两轮专家咨询共收到 6 名专家提出的 9 条建议(表 1)。
研究团队通过使用界值法对专家评分进行分析，并结合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和调整(表 2)。最终根据

专家反馈，删除了 3 个不够重要的指标，即临床实习经验、临床实践满意度和基础科研能力。在对原有

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后，保留了临床技能、职业素养、医患沟通、团队合作、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终生学

习等核心维度(表 3)，并根据专家评分调整了各指标的权重(表 4)。 
 

Table 1. Questionnaire recovery summary 
表 1. 问卷回收情况表 

轮次 发放问卷数 回收问卷数 有效回收率 专家建议数 

第 1 轮 20 15 75% 5 

第 2 轮 15 15 100% 4 

 
Table 2. Averag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specific indicators (5-Point Scale) 
表 2. 各维度及具体指标评分均值(5 点量表) 

维度 第一次评分均值 第二次评分均值 第三次评分均值 

临床技能 4.7 4.8 4.9 

职业素养 4.6 4.7 4.8 

医患沟通 4.5 4.6 4.7 

团队合作 4.4 4.5 4.6 

预防医学知识 4.3 4.4 4.5 

终生学习能力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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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Final weights of each indicator 
表 3. 各项指标最终确定的权重 

维度 具体指标 权重(%) 

临床技能 
诊断能力 15 

治疗能力 15 

职业素养 
职业道德 12 

职业责任感 13 

医患沟通 
沟通技巧 10 

同理心 10 

团队合作 
协作能力 8 

领导能力 7 

预防医学能力 
疾病预防 3 

健康促进 2 

终生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3 

知识更新 2 

 
Table 4. Competency evaluation standards system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internal medicine 
表 4. 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岗位胜任力评价标准体系 

维度 具体指标 权重(%) 重要性排名 

临床技能 
诊断能力 15 1 

治疗能力 15 1 

职业素养 
职业道德 12 2 

职业责任感 13 2 

医患沟通 
沟通技巧 10 3 

同理心 10 3 

团队合作 
协作能力 8 4 

领导能力 7 4 

预防医学知识 
疾病预防 3 5 

健康促进 2 5 

终生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3 5 

知识更新 2 5 

4. 讨论 

随着我国对医学教育质量的不断重视，《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的提出下，医学教育改革已经成

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提出：推进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临床实

践能力、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确保医学生具备高度胜任力。改革医学教育制度，加快建成适应行业特

点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同时在 2018 年，教育

部携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强化医教协同，深化卓越医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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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划 2.0 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强调了医学教育改革的关键转向，即推行胜任力导向的教育体系改

革，旨在培养具备高度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的医学人才，这一变革标志着临床医学教育领域迈向了一个

以能力培养为主导的新阶段[4]。在此背景中，本研究对岗位胜任力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临床技能的培养 

临床技能作为医学教育的基石，其培养方法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优化。近年来，创新教学模式被

证实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临床技能与应变能力。其中，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5]
和基于案例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 CBL)尤为突出[6]。 

PBL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通过精心设计的临床问题驱动学习过程，鼓励学生在小组讨论中主动

探索、解决问题，并强调自我导向学习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引导者和辅助者的角色，确

保学习路径的有效性与深入性。研究指出，PBL 不仅能够显著增强学生的临床思维和决策能力，还通过

模拟真实临床情境的实践，使学生在未来工作中能够更为准确、迅速地应对挑战，减少错误发生[5] [7]。 
另一方面，CBL 则通过引入真实的临床案例，让学生在分析、讨论中亲身体验临床决策的过程，进

而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这种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技能和自信心[7]，还促进了团队

合作与沟通能力的发展，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模拟教学与技能实验室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补充，同样在提升学生临床技能方面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它们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使其能够在接近真实的场景中反复练习，从而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优化操作技能。综上所述，PBL 与 CBL 作为医学教育中的创新教学模式，通过模拟

真实情境、强调自主学习与实践操作，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技能和应变能力，为培养适应未来医疗需

求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 

4.2. 医学知识的更新 

全面而及时的医学知识更新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知识应用能力至关重要。结合基础与临床的

教学设计，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医学知识，并在临床实践中应用最新的研究证据，从而提高决策的

科学性和准确性。循证医学的基本原理也应融入教学计划，以提高学生的科研素养和信息获取能力[8]。 
在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有机结合。基础医学知

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这些知识是临床医学的基础。通过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机制，从而提高他们的临床思维和决策能力。医学知识更

新速度快，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至关重要。通过引入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和临床

实践指南，学生能够掌握最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此外，学生还需掌握

循证医学的基本原理，能够在临床实践中应用最新的研究证据，提高临床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9]。 

4.3. 科研能力的培养 

科研能力作为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岗位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其构建与发展不仅关乎学生个人

学术成长，也是推动医学领域创新进步的关键。早期且持续的科研介入，为硕士研究生搭建了一个培养

独立思考、激发创新潜能的平台。已有研究表明，参与科研项目能够深刻促进学生在复杂医学问题中独

立思考的能力，并激发其探索未知的创新精神。 
为了全方位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素养，实施系统的科研训练方案显得尤为重要。这包括但不限于科研

方法论的系统传授、数据分析技能的强化训练，以及科研论文撰写的规范指导。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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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从研究构思、设计实施到成果发表的完整科研流程，从而在实践中逐步构建起扎

实的科研基础。 
此外，定期组织的科研讲座，作为科研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邀请领域内知名学者分享前沿研究成

果与研究方法论，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

科研兴趣与热情。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有效促进了学生从知识接受者向知识创造者的角

色转变。 

4.4. 团队合作与人际沟通 

在当今高度集成与数字化的医疗生态系统中，多学科团队合作(MDT)已成为提升医疗服务精准度与

患者体验的关键引擎。通过集成最新的协作平台，如 AI 辅助的 MDT 讨论系统和虚拟现实(VR)患者案例

模拟，不仅加速了学生团队协作技能的成熟，还极大地增强了其在复杂医疗决策中的高效沟通与协调能

力[10]。这种教学创新确保了学生在面对真实临床挑战时，能够迅速融入并引领高效的团队合作，实现治

疗策略的无缝整合与优化。 
在内科学专业教育中，将医患沟通融入核心课程体系，并采用情境模拟(如增强现实 AR 技术、标准

化病人互动及实时反馈)，全面培养学生的沟通技巧与同理心[11]。此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患者的参与度

和满意度，还促进了治疗方案的个性化与疗效的最大化，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4.5. 职业素养的规范化 

职业素养包括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和医德医风。通过伦理课程、法律法规讲解和职业道德培训，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道德责任感。系统的职业

素养教育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道德责任感。职业道德教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职业道德课程，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研

究表明，职业道德教育及深层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职业认同感、道德责任感和岗位胜任力[12]。法律

法规培训是提高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12]。通过法律法规课程，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医学法律法规的

基本知识，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研究显示，法律法规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职

业责任感。 

4.6. 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终生学习能力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13]。鉴于医学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与技术的快速迭代，培养

医学生的终生学习能力成为医学教育的核心任务。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与跨学科探索。同时，强化批判性

思维、创新思维与自我反思能力的培养，使医学生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医学领域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持

续引领医学创新与实践，同时通过自学、继续教育和职业发展计划等方式，学生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适应医学发展的需求。 
继续教育是提高医生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参加继续教育课程和职业发展计划，医生能够不断

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适应医学发展的需求。 

5.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岗位胜任力评价标准体系。通过多中心

调查和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确定了临床技能、职业素养、医患沟通、团队合作、预防医学知识及终生学

习能力等六大维度及具体指标的权重。该评价体系为内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制定和水平

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提升医学教育质量和临床培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受研究范围与研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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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局限，该指标体系仍存在一定不足。为了进一步优化评价体系设置，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将采用实证

研究和标准化测评的方法，进行指标体系的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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