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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标准化病人应用于临床医学专业执业医师技能考核的

认知及满意度评价研究

赵丹娜 沈 涛 杨五洋 孟娜娜 郭洒洒 王 玉

［摘 要］　目的　了解医学生对标准化病人（SP）应用于临床医学专业执业医师技能考核的认知及满意度评价情况，为加强医学

人才培养、推动安徽省医学教育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21 年 5 月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 546 名参加安徽省某高校 2021 年临床

执业医师技能考核的学生对 SP 认知情况及满意度评价情况，同时开展临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收集学生考核通过情况。采用 χ2检验

对 SP 应用于临床技能考核的认知情况及满意度评价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546 名医学生的临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合格率为

84.80%。调查对象知晓 SP 教学或考核的比例为 88.64%，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核的比例为 17.77%。调查对象对 SP 临床技能考核的满

意率为 89.38%，五个层面的满意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剧本内容（94.32%）、场所设施（93.77%）、时间安排（89.93%）、试题难度（88.64%）、

角色表现（85.35%）。不同学制、不同 SP 临床技能考核通过情况的调查对象在 SP 应用于临床专业执业医师技能考核认知情况及满意

度评价方面存在差异（P<0.05）。 结论　SP 临床技能考核的应用情况和满意度评价情况需进一步提升，建议卫生教育主管部门明确

使用 SP 教学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强 SP 职业队伍建设，扩大 SP 教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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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n⁃
dardized patients to the skill assessment of clinical medical practitioners ,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tal⁃
ents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Anhui Province. Methods　In May 2021,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to collect 
the SP re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546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2021 simulation skill test for clinical practitioners in a 
university in Anhui province.The skill assessment clinical practitioner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passing rate of students was collected.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SP applied in clinical skill assessment. Results　Among 546 
medical students, 84.80% of them passed the simulation skill test. 88.64% knew SP teaching or assessment, 17.77% had received SP teaching 
or assessment.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SP clinical skills assessment was 89.38%, and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five levels from high to low was 
script content (94.32%), venue and facilities (93.77%), time arrangement (89.93%), difficulty of questions (88.64%), and role performance 
(85.35%).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SP applied to the skill assessment of clinical practitioners among the 
survey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 and different SP clinical skill assessments ( P<0.05) .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and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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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faction of SP clinical skill assessment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s of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clarify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using SP teaching metho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 professional team,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SP teach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tandardized patient；Clinical skill assessment；Clinical teaching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指从事非临

床医疗工作的正常人或轻症患者，经过培训后，能够准

确表现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和病史，具有被检查者、

评估者和指导者 3 种功能［1］。使用 SP 在模拟临床情境

中对医学生进行现场教学和考核，能够有效弥补传统

临床技能考核方式的不足，强化医学生的基本技能训

练，提高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临床思维能力［2］。

欧美国家已将 SP 广泛应用于培养或评价医学生、住院

医师、专科医师等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医患沟通、患

者教育和病情告知等核心临床技能［3-5］。随着医学模式

的转变、高校的不断扩招，以及患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

强，我国医学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

重，为此医学教育工作者开始启用 SP 投入临床教学及

考核工作中［6-7］。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
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是一种以客观评估医

学生临床能力的考核方法，通过模拟临床场景，使用模

型、SP 甚至真实患者来测试医学生临床能力的方法，同

时也是一种知识、技能和态度并重的综合能力评估方

法［8］。2015 年起我国开始临床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

试实证研究，临床基本技能部分以 OSCE 考站的形式

考核，并将 SP 纳入其中。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分析传统

教学模式与 SP 融合教学模式下的医学生临床技能考

核成绩差异性，较少从医学生角度探究对 SP 临床技能

考核的认知及满意度评价［9-10］。

本研究调查了一家安徽省内国家临床执业医师分

阶段考试的试点院校，通过对该医科大学 SP 临床执业

医师技能考核认知情况及满意度评价情况进行分析，

探讨当前 SP 临床技能教学及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为推

动安徽省医学教育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21 年 5 月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在

参加某医科大学 2021 年临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第一

阶段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考试的人员中，随机抽取调

查对象进行调查。发放问卷 571 份，剔除不完整或错

误 问 卷 后 收 回 有 效 问 卷 546 份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5. 62%。

1. 2　方法　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标准化病人在临

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中的应用调查问卷》收集学生的

基本信息、SP 临床技能考核认知情况、SP 临床技能考

核满意度评价情况。同时开展临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

第一阶段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考试，收集学生考核通

过情况。采用 χ2 检验分析不同特征（性别、学制、考核

通过）的学生之间 SP 临床技能考核认知情况、SP 临床

技能考核满意度评价情况的差异。

1. 2. 1　研究工具　①调查问卷：在综合文献［11-12］的基

础上，结合学校及学生实际情况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共

邀请医科大学和附属医院从事 SP 临床技能教学管理、

临床医学教育的 13 名专家进行两轮咨询，咨询专家均

具有较丰富的医学教育工作经验及较高的专业技术职

称。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运用 Cronbach’s α 系数

来评价问卷信度，选用专家评议法计算内容效度，利用

因 子 分 析 评 价 结 构 效 度 ，得 出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 782；KMO 检 验 系 数 为 0. 805，内 容 效 度 为 0. 839。

②技能考核：本研究技能考核内容围绕问诊常见的症

状，在借鉴协和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医学院 SP 剧本的

基础上，根据执业医师考试症状学考点中的“发热、皮

肤黏膜出血、头痛”等 25 种症状制定 40 份 SP 考核剧

本。学生随机抽取 1 个考核剧本，SP 对剧本内容进行

现场演绎，由 1 名考官进行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相关

提问，考核时间限时 10 分钟。

1. 2. 2　研究内容　①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3 个方面，一

是学生基本情况，包括性别（男/女）、学制（五年制/“5+
3”学制）；二是学生对 SP 应用于临床技能考核的认知

情况，包括知晓 SP 教学或考核、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

核，以“是/否”回答；认为应用 SP 有助学习积极性提高、

临床技能掌握、理论知识学习、医患沟通能力提升、职

业能力转化，均以“同意/不同意”回答；三是学生对 SP
应用于临床技能考核的满意度评价情况，评价指标体

系包括整体评价、试题难度、剧本内容、场所设施、时间

安排、角色演绎，均以“满意/不满意”回答。②技能考

核：学生根据随机抽取的考核剧本，完成病史采集答题

和体格检查，考核学生的问诊内容及临床诊疗思维能

力，考核结果以“通过/未通过”评定。

1. 2. 3　资料收集　以某医科大学 SP 培训基地为依托

平台，于 2021 年 5 月对参加临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的

考生现场开展问卷调查及现场考核。①问卷调查信息

由经过训练的调查员一对一询问获得，为保证问卷填

写的信息统一与准确性，调查前制定严格、明细的资料

收集方法，并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问卷调查当场

完成并收回，如发现漏填、错填项等立即与调查对象沟

通确保填写完整无误，调查结束后对问卷进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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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技能考核结果由考官现场评定，考官由多年从事诊

断学、内科学和外科学教学并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的

教师组成，SP 由经安徽某高校实践教学中心标准化病

人培训基地组织招募、集体培训、小组训练、考核评价

等环节最终结业聘用的 139 名 SP 组成。考核剧本和

评定标准由临床专家参与制定，经教学考核的多次实

践应用及两轮修改，最终确定 40 份 SP 考核剧本。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 1 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运用 SPSS 26.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和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调查 546 名参加临床执

业医师技能考核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其中，男生 290
人（53. 11%），女 生 256 人（46. 89%）；5 年 制 398 人

（72. 89%），“5+3”制 148 人（27. 11%）。调查对象通过

临床执业医师技能考核 463 人（84. 80%），其中，男生

241 人（83. 10%），女生 222 人（86. 72）；五年制 330 人

（82. 91%），“5+3”制 133 人（89. 86%）。

2. 2　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546 名调查对象中，

484 人知晓 SP 教学及考核（88. 64%），97 人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核（17. 77%），517 人（94. 69%）认为 SP 有助

职业能力转化，511 人（93. 59%）认为 SP 有助临床技能

掌握，510 人（93. 41%）认为 SP 有助医患沟通能力提

升，501 人（91. 76%）认为 SP 有助理论知识学习，486
人（89. 01%）认为 SP 有助学习积极性提高。χ2 检验结

果显示，不同学制调查对象在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核、

认为 SP 有助医患沟通能力提升、认为 SP 有助职业能

力转化 3 个方面差异显著；不同 SP 临床技能考核通过

情况的调查对象在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核、认为 SP 有

助临床技能掌握、认为 SP 有助医患沟通能力提升、认

为 SP 有助于职业能力转化这 4 个方面差异显著（P<
0. 05）。见表 1。

2. 3　满意度评价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488 名调查对

象表示整体满意，满意率为 89. 38%，5 个层面满意率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剧 本 内 容（94. 32%）、场 所 设 施

（93. 77%）、时间安排（89. 93%）、试题难度（88. 64%）、

角色演绎（85. 35%）。χ2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学制的调

查对象在对考核整体评价、对试题难度评价两个方面

差异显著；不同 SP 临床技能考核通过情况的调查对象

在对考核整体评价、对角色演绎评价两个方面差异显

著（P<0. 05）。见表 2。

3　讨论

3. 1　SP 临床技能教学或考核的普及率有进一步提升

空间　本研究中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核的调查对象占

17. 77%，低于阮瑜等［13］研究，也远低于欧美国家临床

教学、考核工作中应用 SP 的比例［14］。研究［15］表明，SP
应用于临床医学教育有助于提高临床教学质量，促进

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构建，但是由于 SP 需要较多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以及 SP 教学演绎病种、症状、体征

有限等客观因素，导致 SP 在国内医学教育中的使用发

展还比较缓慢。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和临床实习带教

之间的矛盾、医学生规模扩增和临床实践资源不足之

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完善和推动 SP 教学法需要政府管

理层和教学主体对当前现实问题的重视，要认识其紧

迫性，加快确立 SP 教学法在医学教育中的合理地位，

将其融入到当前的医学教学方式中，推动 SP 临床教学

的普及，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 2　SP 应用于临床技能考核认知情况较好　本研究

显示，88. 64% 的人知晓 SP 教学及考核，普遍认为 SP
教学及考核模式有助于学习积极性提高、临床技能掌

握、理论知识学习、医患沟通能力提升及职业能力转

化，与既往研究［16-17］一致。近年来，随着患者的自我保

护意识不断增强及医疗纠纷的增加，应用 SP 不仅能模

拟各种特殊情境以训练学生灵活应对的沟通技巧和语

言思维能力，还能培养学生良好的综合人文素质。因

此 SP 临床技能教育不应仅局限于临床医学生的实习、

见习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可以进一步推广至医务

人员的岗前培训、职称考核、“三基”培训及考核、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逐步扩大其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领域。本研究显示，不同学制、SP 临床技能考核通过情

况的调查对象在 SP 应用于临床专业执业医师技能考

核认知情况方面存在差异（P<0. 05）。随着医学高校的

不断扩招，“5+3”学制临床医学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

过程、培养方式、培养投入等方面均优于普通 5 年制教

育，而 SP 临床教学资源匮乏、投入资源较大，导致当前

SP 临床教学未能做到 5 年制与“5+3”学制同等覆盖，

这也直接影响到不同学制学生对 SP 应用于临床技能

考核认知情况。医学院校应进一步加强 5 年制教育与

“5+3”学制教育的同质化和统一性，通过制定 SP 教学

规范或标准教学大纲，逐步将 SP 临床教学引入到 5 年

制医学生的培养教学中，使更多的学生在培养阶段拥

有更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3. 3　SP 临床技能考核满意度及对 SP 角色演绎满意情

况有待提升　本研究显示，调查对象对 SP 临床技能教

学或考核的满意率为 89. 38%，低于文丹丹等［18］研究。

进一步分析发现，546 名调查对象对 SP 临床技能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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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徽省某医学高校 SP 应用于临床专业执业医师技能考核认知情况分析（例）

项目

知晓 SP 教学或考核

    是
    否
接受过 SP 教学或考核

    是
    否
SP 有助学习积极性提高

    同意

    不同意

SP 有助临床技能掌握

    同意

    不同意

SP 有助理论知识学习

    同意

    不同意

SP 有助医患沟通能力

提升

    同意

    不同意

SP 有助职业能力转化

    同意

    不同意

性别

男性

251
39

53
237

257
33

268
22

264
26

274
16

272
18

女性

233
23

44
212

229
27

243
13

237
19

236
20

245
11

χ2值

2. 692

0. 110

0. 096

1. 426

0. 428

1. 163

0. 986

P 值

0. 101

0. 740

0. 756

0. 232

0. 513

0. 281

0. 321

学制

5 年制

347
51

59
339

351
47

368
30

362
36

366
32

372
26

“5+3”制

137
11

38
110

135
13

143
5

139
9

144
4

145
3

χ2值

3. 104

8. 696

1. 009

3. 111

1. 253

4. 990

4. 355

P 值

0. 078

0. 003

0. 315

0. 078

0. 263

0. 025

0. 037

考核情况

通过

415
48

91
372

417
46

442
21

428
35

440
23

443
20

未通过

69
14

6
77

69
14

69
14

73
10

70
13

74
9

χ2值

2. 954

7. 438

3. 458

17. 841

1. 875

13. 072

5. 956

P 值

0. 086

0. 006

0. 063

<0. 001

0. 171

<0. 001

0. 015

表 2　安徽省某医学高校 SP 应用于临床专业执业医师技能考核满意度评价情况分析（例）

项目

对考核整体评价

    满意

    不满意

对试题难度评价

    满意

    不满意

对剧本内容评价

    满意

    不满意

对场所设施评价

    满意

    不满意

对时间安排评价

    满意

    不满意

对角色演绎评价

    满意

    不满意

性别

男性

264
26

251
39

277
13

268
22

264
26

255
35

女性

224
32

233
23

238
18

244
12

227
29

211
45

χ2值

1. 789

2. 692

1. 375

1. 957

0. 838

3. 300

P 值

0. 181

0. 101

0. 241

0. 162

0. 360

0. 069

学制

5 年制

348
50

346
52

371
27

377
21

353
45

333
65

“5+3”制

140
8

138
10

144
4

135
13

138
10

133
15

χ2值

5. 821

4. 265

3. 355

2. 273

2. 465

3. 313

P 值

0. 016

0. 039

0. 067

0. 132

0. 116

0. 069

考核情况

通过

423
40

415
48

440
23

435
28

419
44

405
58

未通过

65
18

69
14

75
8

77
6

72
11

61
22

χ2值

12. 620

2. 954

2. 867

0. 168

1. 092

10. 998

P 值

<0. 001

0. 086

0. 090

0. 682

0. 296

0. 001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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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层面评价中满意率最低的为角色演绎，为 85. 35%。

以标准 SP 为核心要素的 OSCE 由于充分发挥了临床

技能考试的功能，是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相

匹配的新型考核评价体系［19］。SP 是 OSCE 评价的核心

要素，承载和完成了 OSCE 的内容和任务，SP 其培养质

量和训练水平直接影响到 OSCE 考核体系的准确性、

科学性，但如何保证 SP 的质量，保证教学考核的同质

化和规范性是目前 SP 使用中存在的难题［20］。既往研

究［21］也表明 SP 实践过程中凸显出 SP 表演有随意性，

不能完全模仿临床场景等问题。目前在开展 SP 临床

技能教学和考核的医学院校中，使用医学生模拟的标

准化病人（student standardized patient，SSP）较为常见，

但使用 SSP 的做法在 SP 专业性和稳定性上存在明显

弊端，其教学效果也不尽理想［22］。SP 职业化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建议教育管理部门制定 SP 教

学规范或指导意见，编制人力和财政预算，提高 SP 准

入条件，制定专科化的 SP 教学规范，加强专业化培训，

组建规范化的 SP 职业队伍，探索性建立区域共享的

SP 库，确保 SP 的有效性、可靠性、稳定性、重复性。目

前，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吉林大学等大学附

属医学院已公开招聘了职业化 SP，在临床教学方面已

收到良好的效果［23］。

本研究作为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方便抽样

的方法在安徽省一家医学院校选取调查对象，样本代

表性和结论推广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今后将开展前瞻

性、大样本研究进一步揭示标准化病人在临床技能考

核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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