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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在浙江大学临床医学教育中的应用探讨

邹健 李阳 陈丽莉

[摘要] 目的 分析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学制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优化教学方式方法。方

法 选择 2022年 12 月至 2023年 9 月在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实习的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八

年制医学生共 44名，在临床带教中对医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实习结束时采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测

量表中文版（CTDI-CV）共 7 个维度进行问卷星调查，分析不同性别、不同学制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差异。结

果 44名浙江大学医学生的CTDI-CV 总分为（256.68±23.78）分，其中只有 9名（20.45%）医学生具有正性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总分≥280 分），仅“寻找真理”和“自信能力”表现为正性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倾向（单项维度得分≥40 分）。

在分析能力方面男生较女生高，在求知欲方面，八年制较五年制医学生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1.96、1.99，

P均＜0.05）。结论 浙江大学临床医学实习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整体仍较弱，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针对不同性

别、不同学制的医学生可根据自身批判性思维能力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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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clinical medical educ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ZOU Jian，LI
Yang，CHEN Lili.Department of Gynecologic Oncology，Women’s Hos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Hang⁃
zhou 310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of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at Zhejiang University，thu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methods.Methods A total of 44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who were intern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ic Oncology，Women’s Hos⁃
pital，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from December 2022 to September 2023 voluntarily joined in the study.We
paid attention to cultivation of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during the internship process.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the criti⁃
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was measur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
tory-Chinese version（CTDI-CV），and the differences i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from different genders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verage total score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medical student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was 256.68 ± 23.78. Nine of them were positive （overall score ≥280）. Only "searching for truth" and "assertiveness"
showed a positive tendency to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single dimension score ≥40）.The analytical ability of male stu⁃
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and the thirst for knowledge in 8-year medica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5-year medical students，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t=1.96，1.99，P＜0.05）. Conclusion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in Zhejiang University is still weak，and there is a large space for improvement.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can be adopted for medical stu⁃
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academic systems.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 clinical medicine； medical education

批判性思维也称评判性思维，通过一定的标准

评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

维，是对所学知识的真实性、精确性进行分析、推理

及判断并做出合理的决策。医学工作者在执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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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在面临实际问题时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全面地

分析事物的各方面因素，在分析过程中不断反思自

己或他人的思路，并做出合理决策[1,2]。批判性思维

既是一种思维技能，也是助力医学教育的利器。本

次研究对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

瘤科实习的 44名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实

习结束时对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不同性别、不同学制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差

异，优化教学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年 12 月至 2023年 9 月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实

习的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共44名，其中男

性20名、女性24名；八年制16名、五年制28名。本

次研究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伦理委

员会讨论审查通过，所有学生秉承自愿参与匿名填

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我院妇科肿瘤科负责带教的老师们均

具有多年从事带教的经验，科室定期组织疑难病例

讨论、多学科诊疗，多中心远程学术讨论，定期安排

专家进行教学查房，组织学生进行小讲课及小组学

习讨论等。首先，加强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程度，

带教老师参加院内、省内、国内医学教育培训班，与

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其次，在临床带教过程

中秉承浙大“求是”精神，加强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的培养。具体表现在：每位临床实习医学生在

出科前完成一份病例的问诊，体格检查（妇科检

查），手术担任一助或二助，针对某疾病自主查阅文

献并进行读书报告，以思维导图、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基于团队的

学习（team-based learning，TBL）教学法等多种方式

进行。最后，学生们需自主学习、查阅相关文献等

多种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进行反思，加强批判

性思维能力的锻炼。

1.3 检测指标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

实习结束时采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中文版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Chinese ver⁃
sion，CTDI-CV）量表对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评

估。共包含 7 个维度：寻找真理、开放思想、分析能

力、系统化能力、自信能力、求知欲和认识成熟度等

共计 70 个条目[3]。每个条目均从非常赞同到非常

不赞同分为6 个程度来评分。7 个维度总分为70～
420 分，总分≤210 分代表负性批判性思维倾向，

211~279 分之间代表批判性思维倾向性不明，总分

≥280 分说明有正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
350 分说明有很强的正性批判性思维倾向。单项维

度得分≤30 分，说明该维度为负性倾向。单项维度

得分为 31~39 分代表倾向性不明。若单项维度得

分≥40 分，表示该维度具有正性倾向，若单项维度

得分≥50 分，表明该项正性倾向强[4~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44名医学实习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现状 44名临床医学实习生CIDI-CV总

分为（256.68±23.78）分，其中只有9名（20.45%）医学

生具有正性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总分≥280 分），故

其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体仍较弱。仅“寻找

真理”和“自信心”表现为正性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倾

向（单项维度得分≥40 分）。

2.2 不同性别、不同学制医学实习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结果比较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不同学制医学实习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结果比较/分

维度

寻找真理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自信能力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性别

男生

40.95± 4.72
35.00± 5.22
35.45± 5.40*
37.65± 4.17
42.10± 4.82
35.25± 6.39
36.60± 6.63

263.00±18.85

女生

39.38± 5.84
34.42± 3.64
32.42± 4.44
36.83± 5.07
40.67± 6.56
34.25± 5.17
33.46± 5.92

251.42±26.08

年制

八年制

39.44± 6.42
33.88± 4.48
33.69± 4.75
37.25± 4.78
40.75± 5.38
37.19± 6.81#

33.25± 5.94
255.44±24.08

五年制

40.46± 4.71
35.14± 4.34
33.86± 5.33
37.18± 4.66
41.64± 6.11
33.29± 4.52
35.82± 6.53

257.39±23.58
注：*：与女生同指标比较，P＜0.05；#：与五年制同指标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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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男生在分析能力方面较女生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1.96，P＜0.05），男生在寻找真

理、开放思想、系统化能力、自信能力、求知欲、认知

成熟度及总分等方面与女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t分别=0.97、0.41、0.57、0.82、0.55、1.60、1.67，P
均＞0.05）。

八年制医学生在求知欲方面较五年制医学生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9，P＜0.05），八年制医

学生在寻找真理、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

力、自信能力、认知成熟度及总分等方面与五年制

医学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0.54、
-0.89、-0.11、0.05、-0.49、-1.30、-0.25，P均＞0.05）。
3 讨论

自20世纪以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国内外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医学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能应对临床实际问题的医生，需

更加注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原因有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21世纪是个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其最大

的特点就是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速度都是空前的。

如何甄别正确有价值的信息需要依靠自身的判断。

培养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判断能

力。其次，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创造力，用批判的眼光挖掘新视角。最后，批判

性思维有助于学生发现问题，努力探索解决的方

法，逐渐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自身解决问题

的能力。

如何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是需要不断摸索的问题。首先，加强对培

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视，为老师们提供更多学习

交流的机会，加强临床带教教师对批判性思维的认

识。临床带教教师在医学教育中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的解惑者，也是帮助医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的参

与者，教学过程中注重启发与引导学生，鼓励学生

发表不同的看法，激励学生自主探索、主动质疑、系

统分析、解决问题。其次，改革教学模式与传统教

育模式相比，如TBL教学法、PBL教学法、自主探究

法等更有助于培养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最

后，重视隐形批判性思维教育。西方研究者把批判

性思维的教学形式分为两类：一是独立式，二是镶

嵌式。批判性思维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在临床

实践过程中，加强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锻炼和培

养，有助于提高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我国学者

结合中国医学生的实际情况，借鉴加利福尼亚批判

性思维倾向测量量表，制定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CTDI-CV[7~9]，科学评估并加强培养国内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0,11]。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医

学实习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体较弱，仅 9名具有正

性的批判思维倾向。这说明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生在

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加强

培养。男生比女生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八年制

医学生比五年制医学生具有更强的求知欲。针对

女生，在临床带教过程中应注重分析能力的培养。

针对不同学制的学生，可采取不同的策略，八年制

医学生的求知欲更强，可加入更多未知的知识，挖

掘其学习的激情和欲望，适当增加自主查阅文献及

课外读物的教学内容，可以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更

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系统地分析问题从而以

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临床带教教师需要加

强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及提高自身批判性思维的能

力，在带教过程中重视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要

鼓励学生敢于发现问题、敢于提问题、敢于发表不同

的观点和意见。另外，传统医学教育模式是以教师

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机械性的接受知识，

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动力，动手能力差，

团队合作精神欠佳，创新和创造能力不足。PBL教学

模式有利于学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TBL模式将

小组教学与大班教学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为医学

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新方向，有助于提高医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12]。在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方式，有助

于提高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13~15]。

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小，尚有不足之处，日后可

扩大样本量更好地反映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现状。同时，也可考虑加入更多的培养批判性思维

的教学方法，寻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培养医学生批

判性思维的方法。

综上所述，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医学实习生

批判性思维能力整体仍较弱，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需加强对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视，根据学生自

身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提高其批判性思

维能力，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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