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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循证医学课程对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效果及其影响因

素。方法  使用临床思维能力评估表对选修循证医学课程的医学研究生于开设循证医学课

程前后进行两次问卷调查。应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和 Kruskal-Wallis H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利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运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 383 名医学研究生。开展

循证医学课程后，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总分由课前的 70.14（65.07，76.06）分提升至

71.27（64.51，79.72）分（P ＜ 0.001）。各维度中，除系统性思维能力外（P=0.448），批

判性思维能力和循证性思维能力课后得分均显著高于课前得分（P ＜ 0.001）。性别、是否

了解循证医学、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和循证医学课程满意度是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

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开展循证医学课程对培养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有显著效果。医

学院校应针对临床思维能力影响因素，注重通过结合循证医学教学切实提高医学研究生临

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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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courses on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ssessment scal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BM course. SPSS 25.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Mann-Whitney U test and Kruskal-Wallis H test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Results  A total of 383 medical postgraduates were included. The total score of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creased from 70.14 (65.07, 76.06) points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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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to the 71.27 (64.51, 79.72) points after carrying out EBM courses (P<0.001). In all dimensions, 
except for that of systematic thinking ability (P=0.448), the scor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evidence-
based thinking abil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class than before class (P<0.001). Gender, knowledge of 
EBM, weekly duration of EBM practice and satisfaction of EBM course we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EBM courses has obvious effect on 
cultivating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by carrying out EBM curriculum.

【Keywords】Medical postgraduate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Training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

深入和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专业化的要求不断提

高，医学研究生教育成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关键环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

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抓住新医科建设

的重点，强化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全

面提升院校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医护人员必

备的核心能力 , 良好的临床思维能力有利于实施

科学的临床决策，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1]。

为此，培养和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对于医学教育和教

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循证医学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重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科学

性和严谨性，通过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

据有效指导临床实践 [2-3]。因此，利用循证医学教

学加强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成为培养高层次医

学人才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国内各医科院校循

证医学课程的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成效尚不明确，仍

缺乏循证医学教学对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

情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基于

循证医学课程的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效果

及其影响因素，为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和医学

院校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023 年 9 月至

12 月选修循证医学课程的医学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研究。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专业、

学位类型、调剂情况、科研项目情况、论文发表

情况、临床实习时间、轮转科室数量、是否了解

循证医学、医学专业文献阅读频次、循证医学实

践时长以及循证医学课程满意度等。循证医学实

践指医学实践中与课堂教授循证观念一致的行为

或应用课堂教授循证知识的行为。

②临床思维能力评估表：通过文献查阅 [4-6]

和专家咨询，自行设计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

力评估表，涵盖批判性思维能力、循证性思维

能力和系统性思维能力 3 个维度共 65 个条目。

其中，批判性思维能力涵盖 30 个条目，涉及寻

找真相、分析能力、系统性能力、自信心、求

知欲、成熟度 6 个维度，各条目采用 6 等级评

分法评分，得分范围为 30~180 分；循证性思维

能力涵盖 24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5 等级评分法

评分，得分范围为 24~120 分；系统性思维能力

涵盖 11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5 等级评分法评分，

得分范围为 11~55 分。临床性思维能力基于批

判性思维能力、循证性思维能力和系统性思维

能力评估，总得分范围为 65~355 分，将总分转

化成百分制后，设定 80~100 分（不含 80 分）

为临床思维能力非常好，60~80 分（不含 60 分）

为较好，40~60 分（不含 40 分）为一般，20~40

分（不含 20 分）为较差，0~20 分为非常差。量

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9，KMO 值为 0.917，

问卷总体信度和效度较好。

1.2.2  调查方法
基于循证医学课堂，本研究对研究对象课前、

课后的临床思维能力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课前主要调查内容包括：①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包括人口学特征、科研情况、循证医学了解和实

践情况等；②循证医学课堂开展前研究对象的临

床思维能力基础。循证医学课程结课后，对研究

对象进行后续随访调查，评估课后研究对象的临

床思维能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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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质量控制
由预先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组织研究对象现

场集中作答，采用统一指导语，并详细解释本

次调查目的、意义及相关注意事项。调查过程

中调查员随时解答关于调查问卷的疑问。每名

研究对象大约用 20 min 完成填写。问卷回收后，

由质控人员对问卷进行审核，对不确定或不完

善的问卷信息进行核实和完善，经审核确认无

误后录入数据库。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25 份，

剔除填写时间少于 1 min、全部选择同一选项及

信息缺失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83 份，有效

率为 90.1%。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呈偏态分布，使用中位数和四分位

数 [M（P25，P75）]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

构成比（n，%）表示。运用 Mann-Whitney U 检

验对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得分进行两组间差

异分析；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对每周循证

医学实践不同时长的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培

养效果进行多组间差异比较；课程满意度和课后

临床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于循证医学课程的

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效果的影响因素。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纳入 383 名医学研究生。其中，女性 235

人（61.4%）， 男 性 148 人（38.6%）； 年 龄 多

为 ≤ 23 岁（71.5%）；专业和学位类型以临床医

学（95.3%）和专业型（90.3%）为主；多数不了

解循证医学（71.0%）；每周阅读医学专业文献

频次和循证医学实践时长多为≤ 3 篇（66.1%）

和＜ 4 h（44.9%），详见表 1。循证医学课程后，

研究对象的课程满意度水平较高，得分为 95.0

（80.0，100.0）分。

2.2  临床思维能力得分情况
循证医学课程前，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

总分为 70.14（65.07，76.06）分。其中，批判性

思维能力、循证性思维能力、系统性思维能力得

分分别为 70.00（63.89，77.78）分、70.00（65.00，

76.67）分、69.10（61.82，78.18）分，见表 2。

表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s
变量 频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148 38.6

 女 235 61.4

年龄（岁）

 ≤23 274 71.5

 ＞23 109 28.5

专业

 临床医学 365 95.3

 其他医学专业   18 4.7

学位类型

 学术型   37 9.7

 专业型 346 90.3

是否调剂

 是   68 17.8

 否 315 82.2

是否参加过科研项目

 是 178 46.5

 否 205 53.5

是否发表过论文

 是   87 22.7

 否 296 77.3

临床实习时间（月）

 ≤6 182 47.5

 ＞6 201 52.5

轮转科室数量（个）

 ≤6 231 60.3

 ＞6 152 39.7

是否了解循证医学

 是 111 29.0

 否 272 71.0

每周阅读医学专业文献频次（篇）

 ≤3 253 66.1

 ＞3 130 33.9

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h）

 ＜4 172 44.9

 4~6 139 36.3

 ≥7   72 18.8

课程满意度*   95.0 （80.0，100.0）
注：*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

开展循证医学课程后，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

力总分提升至 71.27（64.51，79.72）分，各维度得

分从高到低分别为循证性思维能力 73.33（65.00，

80.83）分、批判性思维能力 71.11（63.33，80.00）

分 和 系 统 性 思 维 能 力 69.09（60.00，80.00）分。

除系统性思维能力维度外，临床思维能力总分、批

判性思维能力维度和循证性思维能力维度的课后得

分均高于课前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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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课后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多为较好水

平，共计 260 人，占比 67.9%；临床思维能力非常

好者为 90 人，占比 23.5%。

2.3  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影响因素
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参加过科研项

目、了解循证医学、每周阅读医学专业文献超

过 3 篇、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 7 h 以及课程

满意度较高的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得分倾向

较高（P ＜ 0.05）。此外，循证医学课程满意度

与课后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得分存在正相关

（P ＜ 0.001），见表 3。

以课后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得分为因变

量，对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进行多因素分析。为了更全面地考虑自变量的影

响，利用输入法将性别、年龄、专业、学位类型、

调剂情况等自变量均纳入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了解循证医学、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 4 h 和

循证医学课程满意度越高的医学研究生的临床思

维能力越高（P ＜ 0.05），见表 4。

表2  循证医学课程前后临床思维能力得分比较[M（P25，P75）]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in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urses 

[M (P25, P75)]

维度 课前（分） 课后（分） Z值 P值

批判性思维能力 70.00（63.89，77.78） 71.11（63.33，80.00） -3.242 ＜0.001

循证性思维能力 70.00（65.00，76.67） 73.33（65.00，80.83） -5.721 ＜0.001

系统性思维能力 69.10（61.82，78.18） 69.09（60.00，80.00） -0.758 0.448

临床思维能力总分 70.14（65.07，76.06） 71.27（64.51，79.72） -4.359 ＜0.001

自变量 课后临床思维能力得分 Z/H/R值 P值

性别 -2.140a 0.032

 男 69.56（63.10，78.17）

 女 72.11（65.35，80.28）

年龄（岁） -0.165a 0.869

 ≤23 71.55（64.79，79.72）

 ＞23 70.99（64.37，79.72）

专业 -0.260a 0.795

 临床医学 71.27（64.79，79.72）

 其他医学专业 71.83（62.61，81.41）

学位类型 -0.862a 0.388

 学术型 72.96（66.20，79.30）

 专业型 71.27（64.23，79.72）

是否调剂 -1.714a 0.087

 是 70.42（62.39，75.42）

 否 71.55（65.07，80.28）

是否参加过科研项目 -2.394a 0.017

 是 73.10（65.35，81.13）

 否 69.58（63.94，77.32）

是否发表过论文 -1.043a 0.297

 是 73.24（63.10，80.85）

 否 70.70（64.79，78.80）

临床实习时间（月） -0.629a 0.530

 ≤6 71.55（64.65，78.03）

 ＞6 70.70（64.51，80.85）

轮转科室数量（个） -1.783a 0.075

 ≤6 71.27（63.94，77.75）

 ＞6 71.69（65.07，81.69）

表3  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单因素分析[M（P25，P75）]

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M (P25,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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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课后临床思维能力得分 Z/H/R值 P值

是否了解循证医学 -3.212a 0.001

 是 74.08（67.61，81.13）

 否 70.42（63.66，77.68）

每周阅读医学专业文献频次（篇） -3.995a ＜0.001

 ≤3 69.86（63.66，76.62）

 ＞3 75.35（66.90，82.54）

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h） -3.311b 0.001

 ＜4 68.45（62.82，75.42）

 4~6 72.11（65.92，79.72）

 ≥7 79.86（68.66，84.79）

课程满意度 71.27（64.51，79.72） 0.460c ＜0.001
注：a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b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c课后课程满意度和课后临床思维能力得分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

续表3

表4  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多因素分析

Table 4.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自变量 β值 SE值 Wald χ2值 P值

性别（男为对照）

 女 1.791 0.849 4.456 0.035

年龄（＞23岁为对照）

 ≤23岁 0.211 0.907 0.054 0.816

专业（其他医学专业为对照）

 临床医学 0.689 2.014 0.117 0.732

学位类型（专业型为对照）

 学术型 0.571 1.431 0.159 0.690

是否调剂（否为对照）

 是 -0.567 1.083 0.274 0.601

是否参加过科研项目（否为对照）

 是 0.783 0.962 0.664 0.415

是否发表过论文（否为对照）

 是 0.300 1.119 0.072 0.788

临床实习时间（＞6个月为对照）

 ≤6个月 0.342 1.123 0.093 0.761

轮转科室数量（＞6个科室为对照）

 ≤6个 -1.825 1.139 2.566 0.109

是否了解循证医学（否为对照）

 是 2.188 0.925 5.595 0.018

每周阅读医学专业文献频次（＞3篇为对照）

 ≤3篇 -1.796 0.926 3.761 0.052

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4 h为对照）

 4~6 h 1.937 0.934 4.301 0.038

 ≥7 h 5.644 1.195 22.288 ＜0.001

课程满意度 0.290 0.029 98.755 ＜0.001

3  讨论

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石。为满足居民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和适应现

代化医疗发展需要，必须培养具有临床思维能力

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开展

循证医学课程，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尤其是

批判性思维能力维度和循证性思维能力维度相较

开课前得到显著提升，且总体处于较好水平。这

与宋清洁、郜文秀等 [7-8] 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

因为循证医学的核心为应用最佳研究证据达成临

床实践、个人经验与患者意愿和价值三者的统一，

通过循证医学课程教学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医学研

究生实现最新医学研究证据与临床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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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强临床思维能力。另外，医学研究生群体

处于高等医学教育阶段，本身经过本科阶段的学

习，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习经验且学习

主动性较好，较易基于循证医学课程实现临床思

维能力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发现医学研究生系

统性思维能力相对薄弱，且循证医学课程后未产

生显著改善。这可能因为医学研究生仍处于院校

教育阶段，缺少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巩固，思

维敏感性和反应性较差，尚难以运用整体性、结

构性和动态性的逻辑思维方式面对复杂交错的临

床情境 [9-10]。因此，各医学院校开展医学研究生

教育时应注重结合循证医学课堂教学，切实提升

医学研究生群体的临床思维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是基于不断积累和实践形成的

能力，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分

析了医学研究生一般特征对临床思维能力的影

响，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科研项目经历和医学专

业文献阅读频次的医学研究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存

在差异。研究表明，性别间存在个性差异，女性

相对男性而言更具责任感、自制力和学习自主

性，从而通过更多的努力实现临床思维能力的提

升 [11]。至于科研项目经历和医学专业文献阅读频

次因素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医研能力和医学知识

积累的差异 [12-13]。科研经历本身即是探索的过程，

医学生参与其中有助于加强对科研工具的掌握以

及归纳整理和系统化能力，从而实现科研和临床

的相辅相成，增强临床思维能力。医学专业文献

阅读的增加则有利于促使医学生掌握前沿的医疗

技术和先进的医学理念，通过医学知识积累实现

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同年龄、专业、学位类型、

调剂情况、论文发表情况、临床实习时间和轮转

科室数量的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这与相关研究结果存在出入 [14-15]，可能

是因为本研究对象大多为医学研究生新生，年龄、

临床实习和轮转情况相近，且大多来自临床专业

专业型学位，未接受调剂和发表论文，研究变量

本身差异性较小导致结果差异不显著。

此外，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均表明是否

了解循证医学、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和循证医

学课程满意度对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起正向

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了解循证医学和增加循证

实践有助于强化循证意识，促进医学生运用循证

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积累临床实践和证据应用经

验，实现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结合，从而提高

临床思维能力 [16-17]。课程满意度越高的医学研究

生拥有较好的临床思维能力，这可能是因为满意

度高的课堂教学氛围和质量等方面相对较好，学

生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听课，实现知识内化 [18]。提

示医学教育者未来应通过关注医学研究生临床思

维能力教学效果的性别差异，加强对循证医学的

介绍推广，提倡增加每周阅读医学专业文献频次

和循证医学实践时长，以及提高循证医学课程满

意度等方式有效培养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依

托循证医学选修课堂开展现场调查及随访，样本

量有限，研究对象代表性可能存在不足。其次，

由于目前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评估方式尚

缺乏共识，本研究基于既往相关研究采用自行设

计的调查表进行信息收集和数据分析，部分研究

发现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于新医科建设背景下

医学研究生群体的临床思维能力培养问题，通过

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循证医学课程对医学研究生临

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效果及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

现实价值。基于循证医学课程的医学研究生临床

思维能力培养彰显成效，性别、是否了解循证医

学、每周循证医学实践时长和循证医学课程满意

度是医学研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未来各医学院校应注重利用循证医学教学结合临

床思维能力影响因素，针对性提高医学研究生临

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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