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过程关键点
质量监测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应用

2 0 2 0 智 慧 教 育 创 新 发 展 大 会 



建 设 背 景 效 果 总 结实 施 方 案



建 设 背 景 效 果 总 结实 施 方 案



建设背景

北京协和医学院
1917年

第一个按照弗莱科斯纳报告在中国创建的
          现代的世界一流医科大学（1917）
第一个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体系（1917）
第一个高等护理教育体系（1920）
第一个住院医师培养体系（1921）
第一个公共卫生教育和实践制度（1923）
第一个医学研究生教育体系（1954）
第一个“MD+PhD”双博士培养制度（1995）



建设背景

-医学精英教育协和办学特色
小规模

长学制 高进 优教
严出 以培养能力为主



建设背景

北京协和医学院
邮票上的中国医学家

林巧稚
中国妇产科学奠基人

张孝骞
中国消化内科学奠基人

汤飞凡
沙眼衣原体发现者



建设背景

北京协和医学院
人才辈出

张孝骞（内科学），林巧稚（妇产科学）
刘士豪（内分泌学），邓家栋（血液病学）
诸福棠（儿科学），张乃峥（风湿病学）……

学科
奠基人

医药卫生
院士

1948年中国最早产生的医药卫生院士8人中协和有
5位1955年新中国选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
部委员），医药卫生界老院士28人中协和人占2/3

专业
领军人物

现任中华医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和各专业杂志的主编中，有100余人是院校
的专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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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严出 严 格 的 教 学 质 量 监 控-医学精英教育
协和办学特色



协和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

建设背景



建设背景

医学教育的
教育学定位

专业教育的核心目标

传授知识
Knowledge

培养职业技能
Skill

灌输职业价值观
Professionalism

专业
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建设背景

临床医学（八年制）

专业培养目标特点
清晰的界定知识、能力和职业素养

建立了“岗位胜任力”模型

指向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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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教育质量应与教育目标一致

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

实施方案



对 象 为 刚 结 束 预 科 阶 段 学 习 的 学 生 ， 测 试 的 内 容 主 要 是 医
学 职 业 素 养 ， 包 括 对 医 学 的 认 知 、 同 情 、 利 他 、 沟 通 交 流
技 能 等 。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预 科 进 入 基 础 综 合 测 评 （ 3 年 级 ） ：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对 象 为 完 成 基 础 阶 段 学 习 的 学 生 ， 试 题 以 美 国 医 师 执 照 考

试 的 S T E P 1 原 题 为 基 础 ， 主 要 测 试 学 生 基 础 医 学 知 识 及 如
何 以 基 础 医 学 知 识 解 答 临 床 问 题 的 能 力 等 。

基 础 医 学 综 合 测 评 （ 4 年 级 ） ：



实施方案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临 床 实 习 前 综 合 测 评 （ 6 年 级 ） ：

对 象 为 完 成 见 习 即 将 进 入 实 习 阶 段 的 学 生 ， 测 试 的 内 容 包
括 知 识 、 技 能 和 职 业 素 养 。 从 2 0 1 5 年 起 以 “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水 平 测 试 ” 代 替 “ 临 床 实 习 前 综 合 测 评 ” 。



实施方案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毕 业 考 试 （ 8 年 级 ） ：
设 计 了 针 对 临 床 医 学 毕 业 生 的 毕 业 综 合 测 评 体 系 ， 内 容
包 括 知 识 、 技 能 和 职 业 素 养 ， 以 确 认 学 生 达 到 了 “ 岗 位
胜 任 力 ” 的 标 准 。



实施方案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毕 业 论 文 答 辩 （ 8 年 级 ） ：
针 对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毕 业 生 ， 主 要 评 测 学 生 的 科 研 思 维 和
科 研 方 法 及 医 学 研 究 与 创 新 的 能 力 。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确保教育质量监控在人才培养主要目标精准用力
与临床专业培养目标相对应

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预 科 进 入
基 础

综 合 测 评

良好的职业品质：同理心、助人、正直、职
业责任感

具有医学相关学科的坚实基础；

具有强烈的终身学习意识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具备良好的人际交流技巧，促进与患者的沟通和与同事的合作

具有良好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与临床专业培养目标
相对应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实施方案

基 础 医 学
综 合 测 评

与临床专业培养目标
相对应

设立教育过程
质量监测关键点

具有医学相关学科的坚实基础；

能够有效获得并批判性评价科学信息；

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及传播的主要原因及危险因素；

掌握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注重基础和临床的结合;



年级 监测点 测评方式

3年级   预科进入基础测评      多站迷你考试；

4年级   基础医学综合测评      机考（基于美国医师资格考试的考试）

6年级   临床实习前综合测评      理论（机考）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

8年级  毕业考试      理论（机考）；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

8年级  毕业论文      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毕业论文答辩；基于工作表现考评。

实施方案

适宜的评测技术

选择
质量监测关键点
测评方式



沟通交流 1     中文沟通交流能力 面试

沟通交流 2     英文沟通交流能力 面试

爱伤     爱护伤病（移情） 标准化病人

自我管理     考察自我管理的能力 操作

职业素质测评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测量职业素质 群体面试（四人一组）

写作     学医动机、学医准备、对医学的认识 笔试

机考     职业素质测评问卷 机考

实施方案

适宜的评测技术

选择
质量监测关键点
测评方式

考站名称 主题 形式

 预科进入基础测评



实施方案

质量信息反馈与利用
“预科进入基础综合测评”
学生按测评维度得分情况
促进学生对职业的思考
了解医学专业职业素养

具有良好的国际学
术交流能力

具有良好的人际
交流技巧

具有强烈的终身学
习意识及较强的自
主学习能力

具备良好的
职业品质

具有医学相关学
科的坚实基础

分数

平均分



实施方案

质量信息反馈与利用
“临床实习前综合测评”
学生按岗位胜任力维度得分情况
理论、技能，职业
为实习做好准备

具有良好的职业品质：
同理心/助人/正直...

具有医学相关学科的
坚实基础

掌握疾病发生、发展
及传播的主要原因及
危险...

熟练采集并组织、解释临床
信息，做出有效的...

人际交流技巧

临床技能 掌握率

平均掌握率



87.17 86.45
80.85

75.56 75.88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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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质量信息反馈与利用

内科学题目掌握率 全国掌握率学院反馈-近三年内科理论掌握率

“临床实习前综合测评”
理论、技能，职业素养
改进教学



实施方案

质量信息反馈与利用

89.4 94.73 97.12

83.82 85.27
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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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率 全国掌握率学院反馈-近三年心脏检查掌握率

“临床实习前综合测评”
理论、技能，职业
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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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
基于成果导向

岗位胜任力
人才培养目标

质量监测关键点

测评方式

测评结果

学  系

教  师

学  生

学  院

效果总结

形
成
自
身
成
长
目
标



效果总结

以学生为中心基于成果导向

基础医学综合测评



80%

效果总结

质量信息基于成果导向 对实习有帮助

临床实习前综合测评



65% 帮助了解薄弱环节

效果总结

以学生为中心基于成果导向

毕业考试



以学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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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
基于成果导向

岗位胜任力
人才培养目标

质量监测关键点

测评方式

测评结果

学  系

教  师

学  生

学  院

效果总结

促
进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形
成
自
身
成
长
目
标



提升保障工具交叉使用
和评价结果利用效率

-外部结果-

效果总结

课程
评价

质量
关键点

-内部过程-

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

毕业生
质量

科学、充足的质量信息，
最大化提升教学\学习\学生就业方面



实施方案

关键点质量监测
未来展望

数 据
挖 掘

形成贯穿教学全程基于胜任力的多维评价学
生成长档案

开展培养目标达成度分析

寻找体系中尚需增强的测评环节及胜任力维度

开展学生、教师、管理人员调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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