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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师的教学水平影响着医学人才培养的

质量。为促进医学院附属医院青年教师成长，加强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及技能水平，提高青年教师临床

教学质量[1]。某高校附属医院自 2013年起连续 8年

举办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赛[2]。通过青年教师

临床教学技能竞赛，一方面青年临床教师可以增强

教学意识、重视临床教学及技能操作规范；另一方

面青年教师可以发现在临床教学及技能操作中存

在的问题及不足，为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指明方向，并达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从而促进教师

整体带教水平的提高，最终提升附属医院医学人才

的培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9月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参加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赛

62 名临床医师，其中男性 36例、女性 26例；年龄

32～44岁，平均年龄（36.81 ± 1.94）岁，均为中级

职称。

1.2 方法 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赛分为主观

题和客观题[3,4]。主观题包括：教学论文撰写和现场

授课。客观题包括了教学理论考核和技能操作评

价与反馈。①教学论文撰写：教学论文撰写要求结

合临床医师在临床教学中的真实案例，展开与医学

教育有关的反思讨论，如优秀教学经验分享、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教学反馈、教学

中的人文关怀、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教

学改革建议、教学PDCA循环等等。②现场授课：采

用现场讲课结合 PPT的形式进行，要求教学思路清

晰、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教学方法灵活应用；教学

环节的衔接与过渡自然合理，归纳总结有一定的逻

辑性，能够点明重点和难点，英文授课可附加分。

③教学理论考核：教学知识理论考核形式以单选题

与多选题为主，内容涉及医学教育基本常识与技

巧，包括医学生实习要求、教学查房步骤、形成性

评价的特点等题目。④技能操作评价与反馈：通

过视频直接观察学员临床技能操作，指出视频里

技能操作出现的问题并进行评价与反馈。满分均

为100分，80分及以上为优秀，60分及以上为合格。

2 结果

62 名临床医师参加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

赛，临床教学技能竞赛成绩结果见表1。
表1 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赛成绩

考核项目

教学论文撰写

现场授课

教学理论考核

技能操作评价与反馈

成绩/分

84.07± 3.66

85.85± 6.35

70.77± 7.50

43.90±10.98

优秀率/％

91.94

74.19

12.90

0

合格率/％

100

100

96.77

12.90

由表 1可见，青年教师在教学论文撰写中优秀

率为 91.94％，现场授课优秀率 74.19％。教学理论

考核合格率达 96.77％，优秀率 12.90％；技能操作

评价与反馈考试合格率12.90％。

3 讨论

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赛是助力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作为我院教学的品牌项

目，经过了 8年的酝酿和沉淀，实现了从考量师资技

能水平到教学能力的转变，今年的竞赛内容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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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方案基础上进行了优化，相较于前几届技能竞

赛单纯考核青年教师临床综合能力，本次竞赛更注

重青年教师教学综合能力的考核，从教学论文撰

写、教学理论考核、技能操作评价反馈以及现场授

课这四个环节综合考察师资的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教学能力、讲课水平和操作规范，能较真实反映

青年教师临床教学及技能的掌握程度，从中也涌现

了一批优秀授课教师，加强了师资队伍的建设。

本次竞赛中，教学论文撰写优秀率高达

91.94％，明显优于去年的论文撰写水平。教学论文

的撰写实际上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发生的各种

现象进行思考分析归纳总结的过程。一方面，教师

通过对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总结经

验，促进自己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另一方面，21世纪

的教师需具备教科研能力。而撰写教学论文可加

速这一能力的培养。撰写教学论文离不开教学实

践，离不开研究和分析。因此撰写论文的过程，实

际就是教学业务水平、理论研究水平和写作水平不

断提高的过程。

现场授课不仅仅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出色的

授课能力，更需要具备先进的教学理念、合理的教

学设计、多样的教学方法。现场授课真正体现了教

师的授课水平，本次比赛整体水平中等。选手们通

过丰富的课件、精彩的语言，将自己的风采特色展

示出来。我们从中也挖掘出一批优秀授课教师，为

不断提升教学质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部分竞赛环节中也存在得分不理想的情况，如

教学理论考核尽管合格率为 96.77％，但优秀率仅

12.90％，说明青年教师对教学理论的掌握不够娴

熟。技能操作评价与反馈考试成绩不佳，合格率仅

12.90％，表明青年教师在临床技能操作上存在规范

性不足的问题，需要重点、反复加强技能操作的规

范性培训。客观题选手间变异系数过大，得分离散

度过高，不同选手间的得分差异大。分析原因如

下：①随着我院医疗业务的迅速发展，医疗工作忙

碌，青年教师能投入到临床教学方面的时间缺乏，

而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青年教师对先进的教学知

识，多样的教学方法多不熟悉。②随着临床分科越

来越专科化、亚专科化，临床技能操作也越来越专

科化，导致青年教师反而对于基本临床技能操作不

熟练、不规范，缺乏规范化操作标志和流程。

针对上述问题，就如何改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强化附属医院临床医生教学的基本职责，健

全临床教学的组织机构，建立临床师资遴选机制，

定期对带教老师进行教学培训，另外从制度上保障

临床带教老师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投入于医学人才

培养中。其次，建设一套具有附属医院特色的临床

基本技能操作标准和规范的精品课程，定期组织开

展教学观摩、操作示范和竞赛，从而不断加强临床

技能教学尤其是教师技能操作的规范性[5]。

综上所述，青年教师临床教学技能竞赛对青年

师资的成长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青年教师可

以在竞赛中发现许多临床工作中忽视的问题和盲

点，有助于规范专业临床技能操作、增强临床教师

人文素质教育的意识及提高专业素养，是助力青年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6]。通过竞赛还可挖

掘理论与临床实践教学水平双优的青年临床教师，

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质量，最终为培养

高质量医学人才，提升医疗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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