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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完善现有的骨科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引导学生根据新时代医学对综合交叉能力的岗位要求，培

养具备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学科交叉思维和职业认同医学高层次人才。从师德师风、学术科研、临床

实践的全方位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有效提高了研究生导师的岗位胜任力。方法：选取本校2020
级、2021级和2022级的骨科学研究生。根据临床教学方法的不同，将受试者分为两组：对照组(100名)
与实验组(100名)，对照组均为男性，年龄26.70 ± 8.13岁；实验组均为男性，年龄27.35 ± 6.83岁。对

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实验组采用以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科交叉思维和职业认同为目

标，通过改革研究生导师培训体系，实施专业学位“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构建“医学 + X”
交叉培养体系，“课程思政全过程融合”的骨科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新模式，通过主观和客观指标来比较

两种模式的教学效果，对骨科专业研究生岗位胜任力影响因素及其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结果：

实验组基本知识考试、技能操作成绩、病例讨论、教学查房和年度考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匀统

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

验组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导师的满意度优

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综合以上结果，实验组的教学模式在各方面的表

现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进一步验证了实验组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这些发现为教育教学实践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为未来的教学改进和培训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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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system for orthopedics, and guide students 
to cultivate high-level medical talents with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job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 cross- 
sectional ability of medicine in the new era.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duate tutor team 
from the various aspects of ethics, academ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ost competency of the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Metho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orthopedics 
majoring in Grade 2020, 2021 and 2022 in our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s: control group (100 
students) and experimental group (100 student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all 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6.70 ± 8.13 years ol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so consisted of all male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27.35 ± 6.83 years ol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a new model of orthopedic postgraduate training, 
aiming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postgraduates. This model was achieved by reforming the postgraduate tutor training 
system,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n 
professional degree training, building a cross-training system of “medicine + X”, 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curriculum.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two models, and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ere mad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rrelation of orthopedic postgraduate’s job competency.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basic knowledge test, 
skill operation performance, case discussion, teaching rounds and annual examination score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ith the cours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wa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uto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expe-
rimenta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all aspects, which further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periority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vide important 
guidance for future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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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技术和新材料，以人工智能为代表，被广泛应

用于临床医学和医学科研领域。医疗技术的革新和公众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对医疗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018 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

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提出医学教育应紧密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倡导“大

健康”理念，推动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升临床综合能力，培养临床科研潜力，拓展国际视野，培养

多学科背景的高层次医学人才[2]。 
新时代对医学教育，尤其是医学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给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和学生带

来新挑战[3]。医学类研究生教育需要根据医学行业的新需求，改革传统的培养模式[4]。为了探索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地方医学院校针对传统医学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不足，从研究生指导教师

和研究生培养两个方面出发，着眼于提升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学科交叉思维和国际视野，为医学类研

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2. 对象和方法 

2.1. 设计 

随机对照研究。 

2.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02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完成。 

2.3. 研究对象 

选取本校 2020 级、2021 级和 2022 级的骨科学研究生。根据临床教学方法的不同，将受试者分为两

组：对照组(100 名)与实验组(100 名)，对照组均为男性，年龄 26.70 ± 8.13 岁；实验组均为男性，年龄 27.35 
± 6.83 岁。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实验组采用以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科交叉思维和

职业认同为目标，通过改革研究生导师培训体系，实施专业学位“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构建

“医学 + X”交叉培养体系，“课程思政全过程融合”的骨科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新模式，比较两种模式

的教学效果，对骨科专业研究生岗位胜任力影响因素及其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2.4. 纳入标准 

① 选取就读于新疆医科大学 2020 级、2021 级和 2022 级的骨科学研究生。② 选取男生。③ 纳入

的所有同学期末考试成绩均为合格。④ 所有研究对象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2.5. 排除标准 

① 非新疆医科大学研究生。② 非骨科专业研究生。③ 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者。④ 既往患有心理

障碍者。 

2.6. 评价指标 

2.6.1. 客观指标 
基本知识考试、技能操作成绩、病例讨论、教学查房等教学活动赋分、年度考试成绩。 

2.6.2. 主观指标 
研究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评价方式的满意度、导师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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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统计学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

以( x  ± s)表示，行 t 检验，P < 0.05 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本研究的 111 例骨科专业研究生，根据教学方式不同将其分成 2 组，对照组(n = 100)采用传统

教学方法，实验组采用以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学科交叉思维和职业认同为目标，通过改革

研究生导师培训体系，实施专业学位“产学研用”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构建“医学 + X”交叉培养体系，

“课程思政全过程融合”的骨科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新模式(n = 100)，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数据。 

3.2. 试验流程图 

两组分组流程图见图 1。 
 

 
Figure 1. Flow chart of patient assignment 
图 1. 试验分组流程图 

3.3. 基线资料比较 

对照组与实验组年龄、性别和期末考试成绩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以上数据说明两组学

生期末考试成绩无差异，提示对照组和实验组具有可比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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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dat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1. 两组间的基本资料对比 

组别 年龄(岁) 性别(男/女) 期末考试平均分(分) 

对照组(n = 100) 26.70 ± 8.13 100/0 85.70 ± 5.69 

实验组(n = 100) 27.35 ± 6.83 100/0 87.20 ± 6.72 

t/χ2 2.299 / 0.437 

P 0.734 1.000 0.354 

3.4. 客观指标的比较 

实验组基本知识考试、技能操作成绩、病例讨论、教学查房和年度考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匀

统计学意义(t = 0.923, 0.048, 0.007, 0.048, 0.048, P < 0.05)提示实验组学生学习成绩均优于对照组，见表 2。 
 
Table 2. Objective index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2. 两组间的客观指标对比 

指标 对照组(n = 100) 实验组(n = 100) t P 

基本知识考试 88.26 ± 1.63 89.19 ± 1.75 0.923 0.038 

技能操作成绩 80.43 ± 2.81 82.12 ± 3.67 1.021 0.048 

病例讨论 88.70 ± 3.01 91.32 ± 4.19 2.060 0.007 

教学查房 85.03 ± 2.34 88.20 ± 8.42 3.482 0.048 

年度考试成绩 84.43 ± 0.23 84.34 ± 0.23 1.205 0.048 

3.5. 主观指标的比较 

Table 3. Subjective index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 3. 两组间的主观指标对比 

指标 对照组(n = 100) 实验组(n = 100) χ2 P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40/40.0 48/48.0 

15.954 0.001 
满意 22/22.0 35/35.0 

一般 25/25.0 16/16.0 

不满意 13/13.0 1/1.0 

教学方式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46/46.0 63/63.0 

9.302 0.026 
满意 29/29.0 27/27.0 

一般 13/13.0 6/6.0 

不满意 12/12.0 4/4.0 

导师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24/24.0 69/69.0 

54.720 0.000 
满意 30/30.0 22/22.0 

一般 37/37.0 9/9.0 

不满意 9/9.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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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非常满意占 40.0%，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非常满意占 63.0%，两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导师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非常满意占 69.0%，两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以上数据说明实验组教学模式教学满意度优于对照组，见表 3。 

4. 讨论 

4.1. 证据总结 

随着新技术在骨科领域的不断应用，医疗模式正逐渐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促进健康为

中心”[5]。骨科学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根据新时代医学实践和研究要求，更新人才培养理念，不断完善研

究生的培养模式[6]。本文以培养高水平骨科医学人才为目标，构建了“二经四纬”骨科学研究生培养新

模式。该模式从导师和研究生两方面入手，结合新时代对高水平骨科医学人才的要求，强调研究生导师

的选拔和培训，以及研究生分类培养和国际化培养模式[7]。这一模式有效提升了研究生的岗位胜任力，

就业率接近 100%，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8]。 
骨科研究生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是评估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的重要指标之一[9]。在基于核心胜任力

的骨科专业研究生“二经四纬”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实践中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反映了教学质量和培养模

式的有效性。通过对骨科研究生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和评估，可以了解他们对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的看法和反馈[10]。高满意度通常意味着学生对课程的认可和满意，同时也反映了

培养模式的有效性和学习成效。在“二经四纬”培养模式下，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不仅关乎教学质量，

还涉及到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学生个人发展[11]。通过学生的反馈意见和评价，可以及时调整和优化课程设

置和教学方式，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提升他们的核心胜任力[12]。因此，在构建和实践基于核

心胜任力的“二经四纬”骨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过程中，重视并关注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是至关重

要的，这有助于不断改进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培养效果，推动骨科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

和进步[13]。 
既往研究发现在基于核心胜任力的骨科专业研究生“二经四纬”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实践中，骨科研究

生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至关重要。他们的反馈和评价能够直接反映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和学习体验的质

量。通过对骨科研究生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和评估，可以深入了解他们对不同教学方法的

看法和感受[14]。高满意度通常代表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可和满意，同时也反映了培养模式的有效性和教

学效果。在“二经四纬”培养模式下，教学方式的设计和实施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发展。学生对教

学方式的满意度反映了他们对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性、实践性和个性化程度的评价。通过学生的反馈意见和

评价，可以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方式，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他们的核心胜任力[15]。 
在基于核心胜任力的骨科专业研究生“二经四纬”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实践中，骨科研究生学生导师

的满意度是至关重要的。导师对学生的满意度反映了培养模式的有效性、教学质量和学生导师关系的良

好程度。通过对骨科研究生学生导师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和评估，可以了解导师对培养模式、教学方式和

学生的指导情况的看法和评价[16]。高满意度通常意味着导师对培养模式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反映了导

师的教学水平、指导能力和关怀态度。在“二经四纬”培养模式下，导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的指导

和支持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发展。导师对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反映了他们对教学过程中

的参与度、教学方法和学生指导的满意程度。通过导师的反馈意见和评价，可以及时调整和优化培养模

式，提升导师的教学水平和指导质量，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核心胜任力的培养[17]。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非常满意占 40.0%，两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非常满意占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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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组导师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其中实验组非常满意占 69.0%，

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以上数据说明实验组教学模式教学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实验组基本

知识考试、技能操作成绩、病例讨论、教学查房和年度考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匀统计学意义。 
因此，在骨科专业研究生培养中，重视并关注导师的满意度是至关重要的。导师的满意度不仅关乎

教学质量，还涉及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个人发展。通过构建和实践基于核心胜任力的“二经四纬”骨科

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导师的教学水平和指导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 

4.2. 结语 

尽管基于核心胜任力的骨科专业研究生“二经四纬”培养模式在构建和实践中展现了许多优势和潜

力，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和解决。首先，该培养模式的实施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资源投入，

包括教学设施、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支持，这可能会增加教育机构的负担。其次，学生和导师对新培

养模式的接受程度和适应能力也是一个挑战，需要逐步引导和培训，以确保其顺利实施。此外，评估该

培养模式的效果和成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数据积累，以验证其对学生核心胜任力的提升和培养效果。

因此，在推广和应用该培养模式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局限性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来克服挑战，确保

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综合以上结果，实验组的教学模式在各方面的表现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进一步验证了实验组教学

模式的有效性和优越性。这些发现为教育教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为未来的教学改进和培训提供了

重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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