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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上海市5家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现状调查*

孙 然1 段周瑛1 阚世锋1 余 波1 陈文华1，2

毕业后医学教育是医师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医学教育全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医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阶

段，包括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以下简称专培）[1]。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相衔接，旨在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师的技能水平和

专业素质，培养符合临床需求的专科化人才。近年来，国内

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2013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总体要求，上

海市卫生计生委联合市财政局、市教委共同研究制定了《上

海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法（试行）》，从此拉开了国

内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序幕[2]。2014年，在上海市毕

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医师协会的指导下，康复医学

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构架初步形成，康复医学专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专家组成立，确定华山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等 6 家医院作为首批康复医学专业专培基地。同年 9

月，康复医学科专培基地首届招生并正式开展培训工作。在

5年多的工作中，专家组对康复专培工作不断进行探索和优

化，康复医学科专科培训的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作为

毕业后医学教育的新模式，且上海作为专培工作的试点，必

然会存在不完善、需改进的地方。本次调查旨在从学员角度

了解专培工作现状，分析康复医学科专培工作开展以来的优

劣点，找出不足，从而更好地进行改革与优化，切实有效地提

高专培工作质量与水平。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为上海市目前在培及已结业的康复

医学专业专培学员，共涉及5家专培基地，共37人（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16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12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6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六人民医院 2 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

人）。其中，在培人员22人，已结业人员15人；男性11人，女

性26人。

1.2 调查问卷

问卷的设计是在文献检索[3—4]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市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上海市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总则》及《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自行

设计而成。问卷共设 22个问题，内容包括专培学员的基本

情况、专培学员对培训政策的熟悉程度、专培基地的实际培

训情况、学员对培训的满意程度等几个方面。满意度方面分

为培训过程满意度和培训效果满意度，分别设有 7个和 6个

子问题，旨在全面了解培训学员的切实感受。

摘要

目的：通过对上海市5家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专培）基地的学员进行调查分析，了解上海市康

复专业专培现状，据此提出改进措施，提高专培工作质量，并以期为全国康复医学专业毕业后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方法：自行设计《上海市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调查问卷》，通过微信链接向上海市5家康复医学科专培基

地所有在培及已结业的康复医师发放问卷，线上回收问卷并统计分析。调查内容包括专培学员的基本情况、专培学

员对培训政策的熟悉程度、专培基地的实际培训情况、学员对培训的满意程度等。

结果：学员对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较高的认同感及接受度，对专培政策及制度较为熟悉，对所在基地的教学活动、

学习资源、培训总体效果满意。但在教师带教、学员科研能力提升、培训课程配置等方面没有得到学员普遍认可。

此外学员对临床实践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仍具有较高的需求度。

结论：上海市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开展顺利，学员有较高的满意度，但仍需不断改进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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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方法

问卷设计完成后通过问卷星平台生成问卷链接，采用

“线上发放、线上收集”的方式，由各基地教学秘书通知学员

认真据实地填写问卷，最后提交回收。所有问题均认真回答

的问卷为有效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调查由问卷星平台导出数据到Excel软件形成本次

数据分析的数据库，由 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7份，回收有效问卷37份，有效问

卷率100%。

2.2 学员和基地的一般情况

本次线上调查的康复专培学员中，男性占比29.73%；女

性占比 70.27%；且学员年龄集中在 26—35岁，占比 89.19%；

学历分布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97.3%；绝大部分学员为

培训基地职工，占比 83.78%，少部分学员为外单位委培人

员，占比16.22%；专培基地是国家/上海市重点学科的学员占

比54.05%；专培基地有博士点的学员占比48.65%。

2.3 专培学员对培训的接受度和对培训政策的熟悉程度

对于专培实施的必要性，“非常认同”占13.51%，“基本认

同”占72.97%。对于专培制度政策的熟悉程度，“非常熟悉”

占21.62%，“基本熟悉”占64.86%。对于康复医学科专培目标

的熟悉程度，“非常熟悉”占 43.24%，“基本熟悉”占 48.65%。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85%以上的学员对于专培阶段的教育具有

较高的接受度，对专培制度政策和目标等较为熟悉。

2.4 专培基地的实际培训情况

主要从所在基地相关管理和培训制度情况、所在基地教

学活动（小讲课、病例讨论、教学查房、文献汇报等）的频次、

所在基地的疾病种类和数量、所在基地技能操作的种类和数

量、带教情况、论文发表情况、带教老师检查频率、所在基地

组织出科考核情况等方面对专培学员进行调查。见表1。

2.5 培训过程满意度调查结果

主要从培训轮转安排、培养教学内容、培养教学方法、培

养教学组织与管理、带教老师的教学态度、基地过程考核及

结业考核方案和实施等方面进行培训过程满意度的调查见

表2。

2.6 培训效果满意度调查结果

主要从培养的总体效果、医学知识理论水平提升程度、

临床思维能力提升程度、技能操作能力提升程度、教学能力

提升程度、科研能力提升程度等方面进行培训效果满意度的

调查。见表3。

2.7 其他相关问题调查结果

针对目前专培学员急需加强培训的内容进行调查，结果

发现 81.08%的学员认为急需加强临床实践能力的培训，

67.57%的学员认为急需加强临床思维能力的培训，64.86%的

表1 专培基地的实际培训情况

题目及选项

所在基地相关管理和培训制度情况
有

不清楚
无

所在基地教学活动的频次
＞8次/月
4—8次/月
＜4次/月

疾病种类和数量的情况
完全达到
基本达到

完全达不到
技能操作的种类和数量的情况

完全达到
基本达到

完全达不到
带教情况

带教过住院医师
带教过实习医师

无带教经验
论文发表情况

发表过SCI论文
发表过核心期刊论文
发表过一般期刊论文
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带教老师检查频率
≤1个月

1—2个月
2—3个月
＞3个月

基地组织出科考核情况
是

不清楚
否

人数

35
2
0

9
22
6

17
20
0

19
17
1

34
1
2

8
12
5

12

20
9
5
3

31
5
1

构成比（%）

94.59
5.41

0

24.32
59.46
16.22

45.95
54.05

0

51.35
45.95
2.7

91.89
2.7

5.41

21.62
32.43
13.51
32.43

54.05
24.32
13.51
8.11

83.78
13.51
2.7

表2 培训过程满意度调查 [n（%）]

题目/选项

培训轮转安排
（轮转科室）
培训轮转安排
（时间分配）
培养教学内容
培养教学方法

培养教学
组织与管理
带教老师的
教学态度

基地过程考核及结
业考核方案和实施

很满意

21(56.76)

17(45.95)

18(48.65)
17(45.95)

18(48.65)

22(59.46)

17(45.95)

满意

12(32.43)

15(40.54)

14(37.84)
13(35.14)

16(43.24)

13(35.14)

16(43.24)

一般

3(8.11)

5(13.51)

5(13.51)
7(18.92)

3(8.11)

2(5.41)

4(10.81)

不满意

1(2.7)

0(0)

0(0)
0(0)

0(0)

0(0)

0(0)

很不满意

0(0)

0(0)

0(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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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认为急需加强临床科研能力的培训，45.95%的学员认为

急需加强专业英语的培训，32.43%的学员认为急需加强临床

教学能力的培训，29.73%的学员认为急需加强理论知识的培

训，仅有16.22%的学员认为急需加强医患沟通能力的培训。

同时我们还对 37名专培学员进行了意向调查，关于专

培期间有无确定亚专科发展方向（神经康复、肌骨康复、内科

康复、儿童康复）的必要，绝大多数学员（35名，94.59%）均表

示有必要。这也初步为我们未来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发展指出了方向。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反映出的问题

从本次调查结果看，目前专培学员对专培阶段的学习均

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和认同感，对专培政策等有较好的熟悉，

这反映了专培基地对学员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宣教和动员，并

且学员自身对专培有较高的主观需求性。

绝大多数专培基地的相关管理制度和培训政策完善，且

能够保证教学活动的按时保量实施，并且部分基地完成的较

为突出。同时所有基地的疾病种类和数量、技能操作种类和

数量均基本能够达到培训的标准，但是不同基地间尚存在一

定的差距。90%以上的学员在基地有带教下级医师的机会，

并且能够承担相应的临床教学工作。但是科研方面并不乐

观，相当比例的学员在培训期间不能完成高质量的科研论

文。此外部分基地和带教老师不能很好地对学员的培训过

程进行督导和敦促，这可能跟部分带教老师的带教意识缺

乏、带教积极性不足、临床工作繁忙有关。

80%以上的专培学员对培训过程表示满意，分析原因，

一方面是上海承担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

医疗机构都是条件良好的三级甲等医院，均经过严格遴选，

具备相应的培训条件与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员的培

训需求。另一方面，上海是较早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城市，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培训经验，在相应的教学组织和管

理上都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可供康复医学专业借鉴。但有

8%—19%的专培学员认为一般甚至不满意，主要是认为轮转

科室安排不合理，培养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学员的需求，考虑

跟带教老师的带教能力欠缺有关。

80%以上的专培学员对培训效果表示满意，其中专培学

员对科研能力提升的满意度较其他几项相对较低，说明学员

对科研能力提升有一定的需求，但专培期间对此方面能力的

提升帮助不大，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培养。

此外学员还普遍认为在临床实践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等

方面需要加强培训。潘沛等[4]对专培带教老师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超过 90%的老师认为专培期间最应注重专科医师临

床操作技能培养及临床思维能力培养，与学员的观点不谋而

合。姜从玉等[5—6]的研究均表明，在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康复

医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结业考中，理论考核的通过

率均较技能考核的通过率稍高，提示不管在康复医学科住培

还是专培阶段，临床实践能力的培训都是短板。今后我们需

要根据学员的诉求对培训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优化课程配

比。

3.2 对策

3.2.1 构建梯队化培训基地组织架构：专培工作的开展需紧

密围绕基地建设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实际并借鉴现代

管理学理念与模型，探索建立具有普适性、高效能性的基地

组织架构模式，制定相应的工作流程。基地管理实行岗位责

任制，设置岗位职责和标准要求，初步拟在基地内部形成三

个管理构架层次：一是核心层，二是紧密层，三是工作层。

3.2.2 制定合理性和个性化并存的轮转计划：结合细则要求

和培训对象个体化情况为培训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

轮转计划。补短板，强专科，在查漏补缺的同时因人而异，因

材施教。可针对现有培训细则做进一步改进，突出基础模块

（必修）+高级模块（选修）的个性化培养。

3.2.3 提升带教老师的教学能力：加强带教老师教学能力的

培训，促使带教老师对教学方法灵活选择。传统的灌输式的

教学模式存在的弊端包括学生无感性认识，基础理论知识薄

弱，对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不易理解；课后实践机会少，对临

床思维培养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而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为了

获得更优的教学效果，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应当发展教学

课堂与行业课堂结合，综合运用讲授、案例研讨、分组讨论、

情景模拟、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案例教学、慕课、翻转课

堂[7—8]等教学/学习方法。同时，各种教学方法的接触和学习

也有助于加强专培学员本身的带教能力。

3.2.4 完善师资考评和激励制度：培训医院和科室应建立临

床教学激励机制，将带教工作纳入个人绩效考核，以增强带

教主体意识，激发教学积极性。同时应建立一个成熟有效的

师资绩效考核体系，从多角度、多层级的原则出发，以对教师

的考核、管理达到较全面的效果。能够及时发现带教过程中

表3 培训效果满意度调查 [n（%）]

题目/选项

培养总体效果
医学知识理论水平

提升程度
临床思维能力

提升程度
技能操作能力

提升程度
教学能力提升程度
科研能力提升程度

很满意

17(45.95)

18(48.65)

19(51.35)

16(43.24)

20(54.05)
16(43.24)

满意

15(40.54)

14(37.84)

16(43.24)

18(48.65)

13(35.14)
14(37.84)

一般

5(13.51)

5(13.51)

2(5.41)

2(5.41)

4(10.81)
6(16.22)

不满意

0(0)

0(0)

0(0)

1(2.7)

0(0)
0(0)

很不满意

0(0)

0(0)

0(0)

0(0)

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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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对于完善培训质量有重要作用[9]。

3.2.5 培养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

标之一是培养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因此专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可考虑遵循研究生培养的轨迹实行导师

负责制。导师在确定研究方向和选题时，要充分发挥学员自

主性，在指导教师的研究基础上，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对学员进行个体化指导，培养学员阅读高质量文献的能力和

技巧，鼓励学员针对康复医学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申请临

床科研项目，参与临床试验，培养其数据收集、整理归纳、统

计分析和论文撰写能力，并用理论研究成果指导临床活动。

鼓励学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会，掌握最新进展和资讯，培

养其学习能力[10—11]。

3.2.6 加大实践能力培养力度：康复医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

的学科，康复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技能操作和理论

知识同等重要。因此必须注重康复专科的核心技术（如肉毒

毒素注射、步态分析、肌骨超声、神经电生理检查、非侵入性

刺激技术等）的培训，持续引入学科前沿技术，更新课程体

系，并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加强科室培训硬件建设，配

备各种专业设备、器械、模型等。根据计划安排学员进行技

能训练，不断提升学员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因为部

分技术具有侵入性（如肉毒毒素注射、针极肌电图等），操作

过程若有失误或疏忽就可能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

因此，在实践操作的每个阶段都应进行规范、统一的诊治流

程培训。

3.2.7 注重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借助临床资源实施常态化教

学，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在 ICF框架、“精准康复”的理念下对

患者问题实施多学科的全面分析，进行相关知识技能的学

习，最后回归于临床、服务于患者。教学内容可按临床病例

的需要有机结合并形成教学模块，淡化分科界限。帮助学员

提升知识迁移能力，也使知识框架更加完整，有助于整体康

复理念的形成，此为解决疑难危重症的必备能力，同时可在

实践中促使医学人文素养的提高，提高临床医疗质量。

4 小结

基于对上海市康复医学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现状的

调研，评价了上海市康复医学科各专培基地在专培工作中的

相关情况，按照国家、上海市和医院的有关政策推进要求，结

合学科发展需要和学员诉求，优化组织架构，注重德术并重，

深化医教协同，不断推动康复医学科专培工作质量和水平的

提升。培养高水平、高素质康复专科人才，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更专业、更完善的医疗服务，实现全民健康，是康复医学

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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