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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轮教中，非技术技能(NTS)能力培养的应

用状况与效果。方法：采用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师生访谈等形式，收集见习教学中的相关数据，剖析

当前教学实践里NTS培养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考核模式等情况。结果：当前教学已初步融入NTS元素，

但尚存不足。课程方面，理论讲授多，实景模拟少；教学手段上，传统课堂讲授为主，互动式、情景式

教学欠缺；考核侧重理论知识，对沟通、团队协作等NTS考核占比低。结论：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

轮教里强化NTS能力培养十分必要。建议优化课程体系，增加模拟诊疗、小组案例讨论等实践环节；创

新教学手段，利用虚拟仿真、线上平台拓展学习场景；完善考核机制，提升NTS相关指标权重，全方位

赋能医学本科生，使其带着过硬的专业与非专业综合能力，从容迈入耳鼻喉头颈外科专业领域，契合未

来复杂医疗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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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non-technical skills (NTS) 
competency development in clinical clerkship rotations for medical undergraduates within the De-
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a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
lia Medical University.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cas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ith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NTS training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ologies, and assessment models. Results: While NTS elements 
have been preliminarily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several shortcomings persist. The curricu-
lum prioritizes theoretical instruction over scenario-based simulations. Teaching methods pre-
dominantly rely on traditional lectures, with limited adoption of interactive or contextualized 
learning approaches. Assessments focus heavily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while NTS-related com-
petencies—such as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are undervalued in evaluation criteria. Conclu-
sion: Strengthening NTS competency development in otorhin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clerkship rotations is imperative.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by incorpo-
rating simulated clinical scenarios and small-group case discussion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virtual simulation and online platforms to expand learning contexts, and refining assess-
ment mechanisms to increase the weight of NTS-related metrics. These measures aim to holistically 
equip medical undergraduates with robust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competencies, preparing 
them to confidently enter the field of otorhin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and meet the de-
mands of future complex healthcare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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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内容 

本研究紧扣医学本科生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带教中的非技术技能(NTS)培养这一核心主题，全方

位、深层次地展开系列探究。一方面，对见习带教所需的 NTS 展开系统梳理与精细分类。充分运用文献

回顾，挖掘学界前沿理论支撑；开展专家咨询，汇聚权威实践经验；投身临床观察，捕捉真实场景中的

一手信息，从而精准锚定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领导力、决策能力、应变能力、职业伦理道德等关键

要素，深度明晰各类 NTS 在专业科室见习里的具体呈现样态与适配应用场景。与此同时，全面分析当下

NTS 培养的实际状况与现存短板[1] [2]。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广泛收集学生样本数据；深度教师访

谈，挖掘教学端的见解与困惑；汇总学生反馈，聆听学习主体的切实需求与实操难题，以此精准掌握教

学环节对 NTS 的看重程度、既有教学方法的成效，以及现行评估机制的优劣。 
另一方面，着力于 NTS 培养的实践落地与优化升级。依据前期调研成果，贴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特

色与临床刚需，匠心打造一套完备的 NTS 培养方案，从教学目标的精准锚定，到教学内容的科学编排，

再到教学方法的多元选用，诸如模拟临床情境、案例深度剖析讨论、小组协同合作项目、沉浸式角色扮

演等，搭配妥帖的实践环节与公正合理的评估方式，环环相扣。同时，积极开发与之匹配的评估工具与

指标体系，博采国内外成熟经验，紧密贴合本专业特性，塑造出科学严谨、客观公正、面面俱到且实操

性强的测评工具，精准度量学生见习中的 NTS 习得程度与应用水准。不仅如此，还深入探寻 NTS 与专

业技术技能教学的融合妙法，让二者相辅相成，为学生综合临床能力添翼。更着眼长远，跟踪毕业生职

业轨迹，洞察见习阶段 NTS 培养对后续发展的长效影响，为持续优化培养方案筑牢根基。 

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研究报告等，了解 NTS 的概念、内涵、构成

要素以及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2) 调查研究法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方式，收集医学本科生、教师、临床医生等对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

带教中 NTS 培养的看法、需求和建议，了解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课题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3) 案例分析法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案例，深入分析其中涉及的 NTS 要素和应用情况，总结成

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教学内容设计和实践模式构建提供实例支持。 
4) 实验研究法 
在部分班级开展 NTS 教学实验，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对比分析

两组学生在 NTS 水平、学习效果、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差异，验证课题研究提出的教学方案和实践模式的

有效性。 
5) 数据分析法 
运用统计学方法，对问卷调查、评估测试等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客观、准确的研究结

论，为课题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和量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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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在全球医学教育领域，对非技术技能(NTS)的关注日益增长。国外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多个医学专业，

包括外科、内科、麻醉科等。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校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

的 NTS 培养体系[3]-[5]。例如，通过模拟临床场景、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等方式，着重培养学生的沟通

技巧、团队协作能力、领导力和决策能力等。同时，他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科学的评估工具，如 360 度评

估、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中的 NTS 站点等，以准确衡量学生的 NTS 水平。 

3.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相比之下，国内在医学本科生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带教中的 NTS 培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

部分院校已经开始意识到 NTS 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中，尚未形成系统的培养方案和完善的评估机制。

教学方法也相对单一，多以理论讲授为主，缺乏实践操作和真实情境的模拟[6] [7]。此外，对于 NTS 各

要素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的具体应用和重要性排序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明确的指导。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NTS 培养现状的剖析 

1) 课程设置及开展情况 
通过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课程大纲与实际授课内容分析，发现理论课

程中涉及 NTS 相关知识的课时占比极低，平均仅 12%，且多为顺带提及，未形成独立、系统的模块。实

践课程里，模拟真实医患沟通、团队急救等场景的训练项目数量有限，每学期平均仅有 1 次。 
2) 教学方法应用分析 
问卷调查显示，传统课堂讲授依旧是主要的教学方式，占比高达 95%。互动式教学方法，如小组讨

论、角色扮演，虽有应用，但频次低，每次见习周期内小组讨论平均开展 2 次，角色扮演仅 1 次，导致

学生参与度受限，难以充分锻炼 NTS。 
3) 评价评估体系现状 
统计的教师访谈结果表明，现行见习考核仍以理论笔试为主，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而针对沟通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NTS 的考核形式单一，多为带教老师主观打分，缺乏量化标准，客观性有待提高。 

4.2. 学生 NTS 能力现实图景洞察 

1) 医患沟通效能实况审视 
在模拟医患沟通考核这一高度还原临床场景的“试炼场”中，暴露出诸多不容小觑的问题。数据显

示，超过 83%的学生在信息收集环节有所欠缺，未能全方位捕捉患者关键病情信息，致使后续诊断与治

疗方案的拟定缺乏扎实依据。同时，解释病情时，表述含混不清，专业术语堆砌，让患者听得一头雾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 17%的学生展现出良好沟通素养，不仅能敏锐捕捉患者言语间隐藏的关键

诉求，巧妙引导其畅所欲言，还能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将复杂的治疗建议清晰传递，真正做到医患之

间的信息畅通无阻。 
2) 团队协作协同度实景剖析 
小组案例分析任务，犹如一个微缩的临床协作舞台，映照出学生团队协作的真实水平。近 67%的小

组内部生态失衡，分工规划漏洞百出，成员之间配合磕磕绊绊、毫无默契可言。部分学生大包大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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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导讨论走向与任务执行，使得其他成员沦为“旁观者”，参与热情被严重打压；而另有部分学生则

消极怠工，在团队任务里存在感极低，导致整个小组难以汇聚合力，高效攻克案例难题。 
3) 决策应变敏锐度实境考察 
当置身于突发临床模拟场景，例如惊心动魄的术中出血这类危急状况时，学生们的决策与应变能力

高下立现。令人揪心的是，仅 42%的学生能够迅速稳住心神，基于所学知识与临床思维，快速拟定初步

应对策略，展现出临危不乱的专业风范。然而，大部分学生瞬间慌了神，思维陷入混乱，手足无措，不知

从何下手，凸显出其在应对紧急复杂状况时决策能力与应变速度的严重不足[8]。 

4.3. NTS 培育革新方案效能检验 

1) 短期成效初显锋芒 
自全新的 NTS 培育方案落地试行以来，首个见习周期便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系

列积极的涟漪。以学生的课程满意度为观测点，数据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上扬态势，对 NTS 课程的满意度

从先前的 49%一路攀升至 89%，这一显著提升，无疑是新方案契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有力佐证。课堂之上，

更是一扫往日的沉闷氛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主动打破沉默、踊跃发言提问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

增长率高达 81.63%，他们眼神中闪烁的求知欲与参与热情，充分彰显出新方案在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方

面的卓越成效，为 NTS 能力培养开了个好头[9]。 
2) 中期成效稳固攀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两个完整的见习周期沉淀，新方案的效力持续释放，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

模拟考核成绩无疑是最直观的“成绩单”。在沟通能力维度，学生平均得分稳步提升了 25 分，曾经词不

达意、沟通不畅的困境逐渐破冰，如今他们能够更加流畅自信地与患者交流；团队协作方面，失误次数

显著减少，成员之间配合愈发默契，分工更为合理有序，团队凝聚力显著增强；决策能力测试的通过率

也实现了跨越，从原本的 55%大步跃升至 87%，学生们应对复杂问题时，思维愈发敏捷，决策愈发果敢

精准，中期成效斐然[9] [10]。 
3) 长期成效崭露头角(初步追踪) 
为了探寻 NTS 培育方案更为深远的影响力，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已经迈出校园、踏入实习阶段的

部分试行班级学生。来自实习医院的一线反馈，犹如一份珍贵的捷报。相较于往届学生，这批“经受过

特训”的实习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优势。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临床工作快节奏与高强度的双重挑战，

在处理棘手的医患关系时，能凭借出色的沟通技巧与共情能力，巧妙化解矛盾；融入科室团队时，也凭

借良好的协作意识与决策素养迅速找准位置，站稳脚跟，初步追踪成果预示着新方案为学生职业发展注

入了强劲的续航动力。 

5. 结论建议 

5.1. 研究结论 

经过几轮的调研与剖析，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见习轮教环节，在非技术

技能(NTS)能力培育方面的问题凸显出来。现存的课程体系仿若一座年久失修的大楼，架构松散、漏洞百

出，知识板块衔接生硬，未能给 NTS 能力搭建起稳固且全面的成长阶梯。教学方法依然陈旧不变，只会

单向灌输，极大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与主动性，让充满活力的 NTS 教学变得死水一潭；而评估机制更

是名存实亡，缺乏科学严谨的量化标准，主观随意性强，难以精准衡量学生真实的 NTS 水平，这一系列

问题如同沉重的枷锁，严重桎梏了学生 NTS 能力的茁壮成长。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新设计的 NTS 培养方案恰似一阵春风，为这片略显沉闷的教学土壤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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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生机。短期来看，学生仿若被点燃了学习热情的小火苗，课堂之上，踊跃发言、积极参与，一扫往日

的沉闷，对 NTS 课程的兴趣显著提升；中期阶段，随着教学的深入推进，学生的沟通、协作、决策等各

项 NTS 能力的提升效果显著，模拟考核成绩的显著提升便是最好的见证；从长远看，初步跟踪发现，当

学生踏入实习乃至未来职业生涯时，该方案更是发挥出举足轻重的助力作用，让他们能够更加从容自信

地融入职场，有力验证了新方案的有效性与不可或缺性。 

5.2. 建议 

1) 课程体系优化，精研重构，筑牢根基 
理论课程应当充分扩容，当务之急是为 NTS 开辟专属的理论学习空间，建议将 NTS 专属理论课程

融入到整体课程体系架构中，应占总理论课时的 10%~20%。精心打磨课程内容，从沟通艺术的底层逻辑，

到团队协作的深度策略，再到决策应变的高阶思维，系统且全面地为学生呈上知识盛宴，让他们在理论

的沃土里深度滋养 NTS 的核心素养。 
实践课程做到如虎添翼，实践出真知，每月精心筹备至少 2 次模拟临床情境训练，打造门诊的细致

问诊、急诊的紧张急救、手术的严谨实操全流程场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真实临床氛围，促使他们将理

论所学迅速转化为实操技能，为 NTS 能力提升注入强劲动力。 
2) 教学方法革新，推陈出新，激活课堂 
互动式教学形成常态化，打破传统教学的“一言堂”禁锢，大力推广互动式教学模式。把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这类充满活力的教学手段，变成每堂见习课的“标配”，每次课程至少精心组织互动活动[7]-[9]。
让学生在思想的碰撞、角色的代入中，深度领悟 NTS 的精髓，激活学习内驱力。 

虚拟仿真加强技术赋能，紧跟科技潮流，引入前沿的虚拟仿真技术，依托其强大的建模与渲染能力，

创建高度拟真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场景。学生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反复置身于复杂多变的临床情境，

沉浸式打磨 NTS 技能，实现能力的螺旋式上升。 
3) 评估机制重塑，量化校准，精准导向 
考核指标结构精细化，构建一套完备的量化 NTS 考核指标体系，从沟通效果的清晰流畅度、信息传

递完整性，到团队贡献的分工合理性、协作默契度，再到决策质量的及时性、准确性等多个维度，细分

评分要点，让考核结果如实反映学生的能力水平。 
考核权重比例再调整，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师生对 NTS 的轻视态度，需重新校准考核天平，显著增加

NTS 考核权重，使其在总成绩中的占比提升至 10%~20%，真正让 NTS 考核成为指挥棒，引领教学方向。 
4) 持续跟踪与反馈，长效追踪，动态优化 
搭建平台完善跟踪数据库，秉持着眼长远的教育理念，着手建立一个长期且覆盖面广的毕业生跟踪

数据库。详细记录学生从实习起步，历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跟踪毕业生职业生涯的每一步成长与挑

战，为后续研究积攒丰富资料。 
动态优化改进培养方案，定期回访毕业生，收集他们在不同职业阶段的真实反馈，深度洞察行业新

需求、新趋势。以此为依据，对 NTS 培养方案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确保培养方案始终与学生职业发展

同频共振，为医学人才的可持续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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