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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标准化病人(SP)联合情境模拟教学法在精神病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以甘肃中医药大学2020级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学生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采用传

统教学法结合SP联合情境模拟教学，对照组仅采用传统教学法。通过成绩考核和满意度问卷调查比较

两组的教学效果和满意度，并对试验组学生进行SP教学法应用评价。结果：试验组学生在平时考核、

理论考核和期末总成绩方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对SP教学法的满意度也更高。结论：SP联合情境模拟

教学法能有效提升精神病学教学效果和学生满意度，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医患

沟通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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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andardized patients (SP) combined 
with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psychiatric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y se-
lec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enrolled in 2020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ombined with SP and situational sim-
ulation teach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effec-
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rough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ere evaluated on the applica-
tion of the SP teaching method.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regular assessments, theoretical assessments, and final overall grade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s well as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P teaching method. Conclusion: The SP combined 
with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psychiatric teaching outcomes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 enlivening classroom atmosphere, and im-
proving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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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病学(Psychiatry)是一门专注于研究精神障碍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发展规律、治疗方

法、预防措施以及康复过程的临床医学[1]，已是临床医学教学中必不可少的课程。由于精神病学临床症

状往往比较抽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难以理解[2]。此外，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临床环境是一个全

新的、陌生的环境，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与病人有效沟通，担心与精神病患者交谈可能引发负面反应，

这种恐惧感很容易导致他们对精神病学失去兴趣[3]。精神病学教学过程中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学生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偏见、缺乏足够的临床实践经验以及在与患者沟通方面的技巧不足等。这些因素

共同作用，导致学生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进而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在这一领域的职业

生涯发展[4]。因此，引入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 SP)和情境模拟教学法显得尤为重要。标准化病

人是指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正常人或者病人，他们能够模拟真实患者的症状和行为，为医学生提供与患

者互动的宝贵机会[5]。而情境模拟教学则是一种体验式教学方法，它可以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临床场景

之中，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并提升他们的临床技能[6] [7]。本研究旨在根据《精神病学》

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通过科学的设计和系统的培训，将 SP 及情境模拟教学法应用于临床教学实践。以

下是本研究的详细报道。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4 年 3 月至 6 月期间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接受分段式教学的 2020 级临床医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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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四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185 名学生。这些学生被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包含 92
名学生，对照组包含 93 名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两组学生的年龄、入学成绩以及已修课程的成绩之间没

有显著差异(P > 0.5)，因此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教师依据教学大纲，结合图文和 PPT 进行授课，通过讲解传授《精

神病学》知识。试验组则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引入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每节课分为两个学时，

前一学时利用进行理论授课，后一学时则为学生设置一个模拟真实临床情境的环节，组织学生在 SP 中模

拟接诊。这一环节包括问诊、了解临床症状、提出诊疗方案，并学习如何进行精神专科评估以及在不同

情况下的临床处理能力。SP 结合情境模拟教学法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2.2.1. SP 的招募 
在大四开学后，通过微信、QQ 群分享招募自愿成为 SP 的学生。筛选标准包括：首先，排除有心理

疾病的学生；其次，要求具备良好的表演能力，能够准确模仿精神科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第三，要求

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接受适度的体格检查和精神检查；最后，要求有强烈的责任心，能够按时参加

培训并愿意参与 SP 的教学活动[8]。最终筛选出 10 名学生担任 SP。 

2.2.2. SP 的设计及模拟情境撰写脚本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精神病学症状学、抑郁症、躁狂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广泛性

焦虑障碍、强迫症、躯体形式障碍、器质性所致精神障碍等疾病的典型临床症状，教师团队负责编写脚

本。脚本的撰写由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医生多次讨论后完成定稿。 

2.2.3. SP 的培训 
培训主要分为三个部分[9]：① 集体授课。由教师团队讲解应用 SP 教学的目的及相关要求；同时

讲解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确保 SP 了解疾病的背景知识以及临床症状等。② 临床观摩。在完成理论

知识学习后，征得精神科病房主管医生及患者本人及家属的同意，组织 SP 进入病房与精神疾病患者接

触，观察患者在临床上的表现及心理状态，使 SP 能够真实、准确地表演出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特点。

③ 反复练习。设置就诊情景，模拟接诊过程，教师团队与 SP 共同研讨患者脚本，包括病人说明、临

床症状、疾病史、个人史、家族史及本次就诊可能的对话内容，反复练习，以达到最贴近临床患者状态

的效果。 

2.3. 教学效果评价 

精神病学课程于第二学期进行，总课时定为 28学时。考核方式涵盖成绩评估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

课程结束时，将依照教学大纲组织试卷考试。平时成绩满分设定为 100 分，依据出勤率、课堂参与度

以及期中考试成绩综合评定。理论知识部分同样满分 100 分，期末总成绩则通过计算平时成绩与理论

成绩的平均值来确定。理论考核完毕后，两组均需完成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问卷回收率达到了 100%。

通过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评估试验组学生对精神病学中应用 SP 教学法的效果反馈，共回收问卷 87
份。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进行比

较；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用( x s± )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P < 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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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两组成绩的比较 

表 1 结果显示，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平时考核成绩、理论考核成绩及期末总成绩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es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 x s± ) 
表 1. 两组学生测验成绩比较( x s± ) 

 平时考核成绩 理论考核成绩 期末总成绩 

试验组 90.76 ± 5.25 84.73 ± 3.58 87.74 ± 3.41 

对照组 81.46 ± 24.52 70.18 ± 6.24 73.55 ± 22.19 

t 3.60 19.92 6.12 

P 0.00 0.00 0.00 

3.2.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表 2 结果表明，试验组学生对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

意义(P < 0.01)。 
 

Table 2. Comparison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2.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n (%)]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试验组(%) 85.1 12.6 2.3 

对照组(%) 58.8 37.1 4.1 

χ2  25.78  

P  0.00  

3.3. 试验组学生对 SP 教学法的应用评价 

表 3 结果显示针对大多数问卷评估条目，表示同意的学生比例超过 80%，特别是在增强临床诊断与

治疗思维能力、拓展思路等关键技能的培养上，同意率超过 95%。仅有少数条目中存在一些持中立态度

的学生，没有任何学生对这些条目表示反对。表明学生对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的认可，这种教学方式在

激发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以及提升各项专业技能方面效果显著。 
 

Table 3. Survey results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 
表 3. 试验组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n (%)] 

调查项目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激发学习兴趣 72 (82.8) 12 (13.8) 3 (3.4) 

活跃课程气氛 67 (77.0) 16 (18.4) 4 (4.6) 

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82 (94.3) 5 (5.7) 0 (0)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80 (92.0) 7 (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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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提高操作技能能力 81 (93.1) 6 (6.9) 0 (0) 

提高临床诊治的思维能力 83 (95.4) 4 (4.6) 0 (0) 

开阔思路 85 (97.7) 2 (2.3) 0 (0) 

提高对患者的宣教能力 78 (89.7) 9 (10.3) 0 (0) 

4. 讨论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是一种介于课堂教学和临床实际操作中间的教学模式，具有生动、直观、高

效及科学等优势，弥补传统教学模式中的缺陷。在精神科，患者复杂多变的情绪状态、认知水平以及家

属的多样化状态，对医生的诊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医生不仅要精准诊疗，还需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通过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可以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也能提升学生对病患的判断与诊疗能

力。 
(1)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在精神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优势与成效分析 
在临床教学领域，众多研究者针对标准化病人(SP)联合情境模拟教学的教学效果展开了广泛而深入

的探索[10]-[14]。结果提示采用 SP 结合情景模拟的教学方法，不仅能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还能增强他

们的整体临床思维能力，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积极影响。吴彦等人在研究中提出，SP 在精神病学

的教学中比在其他学科更加有优势[15]。王莹等人提出在精神病教学中 SP 联合情景模拟融入 PBL 教学

可以激发学习热情，从被动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学习；通过模拟真实的诊疗过程，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提升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6]。马世发等人在精神病学临床实习生中应用 SP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

发现该方法显著提升了实习生的理论及操作成绩，并提高了教学满意度[17]。符勤怀等人的研究中表明 SP
情景模拟教学法能有效提升精神症状学的教学成效，在促进医学生理论知识掌握、临床技能培养及综合

素质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18]。Hall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SP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精神病学实习生中也

具有显著优势，可以显著提高学生成绩和满意度[19]。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医学教育中使用 SP 联合情境模拟，模拟与“真实”患者接触，可以大大提高

学生成绩、信心、临床能力和人际沟通技巧[20]。另一项研究表明，使用 SP 模拟临床情景教学能够有效

提高学生的沟通技巧、临床判断能力和心理健康评估能力[21]。本研究结果发现运用标准化病人联合情境

模拟教学的学生成绩、满意度都高于对照组的学生，不仅可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还可获得较高的学

生教学满意，并且试验组学生认为标准化病人教学可以激发兴趣、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提高理论操作及临床诊治能力、开阔思路、提高对患者的宣教能力，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此外，标

准化病人能在无风险的环境中让学生练习复杂的临床技能，尤其是在精神病学领域，这对于理解和应对

患者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22]。 
(2) 标准化病人在精神病学教学中的应用成果 
标准化病人在精神病学教学中的应用已在多个国家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在美国，许多医学院通过

使用标准化病人来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沟通能力。研究表明，使用标准化病人进行的客观结构化临

床考试(OSCE)可以有效评估精神科住院医师的能力，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领域[23]。此外，英

国的精神卫生教育项目也利用标准化病人进行多种模拟训练，以帮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和感

受，从而改善医患关系和治疗效果[24]。在中国，标准化病人逐渐被引入医学教育中，尤其是在临床沟通

和精神病学相关课程中，帮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和提高技能[25]。这些实例也表明，标准化病人作

为一种教学工具，不仅能真实模拟临床就诊，也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技能，同时促进了他们对精神疾病患

者的理解和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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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改进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① 仅在单一院校的单个年级样本中进行，样本的地域性和代表性有限；② 标准化

病人筛选和培训过程的标准化程度有不确定性；③ 研究仅评估了教学结束时的短期效果，未考察 SP 联

合情境模拟教学对学生长期临床能力的影响；④ 研究过程中的统计方法简单。未来可以在多所大学、多

个年级开展多中心研究，以提高研究的样本量和代表性。并对 SP 进行更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对 SP 的表

现进行标准化评估；增加长期追踪研究，以评估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法对学生长期临床能力的影响，同

时可以采用更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多因素分析、回归分析等，以探究影响教学效果的具体因素；

建议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医患沟通能力等进行定量评估，以提供更客观的证据支持。 

6. 结论 

本研究探讨 SP 联合情境模拟教学在精神病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明显，深受学生欢迎，培训方法值得

推广。与此同时需要不断探索标准化病人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期待可以有效提升精神病学教

学质量，能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和选择精神科这份职业，为我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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