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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E 在儿科专业医学生轮科实习考核

中的应用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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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将 OSCE 应用到儿科专业学生轮科实习考核中，客观评价 OSCE 在儿科轮科实习考核中实施的可行

性和意义。方法：以海南医学院 19 届五年制临床医学儿科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实施 OSCE 考核（三项考核：

病例考核、体格检查考核及临床技能考核），并在考核后对考官与考生实施问卷调查。结果：海南医学院 19 届五

年制临床医学儿科专业毕业生 OSCE 考核成绩均符合正态分布；100 份 OSCE 考核表得分均≥75分。各项考核的

及格率与优良率的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2
=10.899，P=0.004），组间两两比较，提示体检考核与技能考

核的优良率均高于病例考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
2 分别为 8.303、5.531，P 分别为 0.004、0.019）。本次 OSCE

考核平均得分 91.39±4.42，传统笔试考核平均得分 80.64±4.2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478，P<0.001）。

实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儿科专业医学生临床基本功欠扎实，临床思维缺乏。结论：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可客观、

有效地评估儿科专业医学生临床能力，促进学习积极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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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OSCE in the pediatric rotation practice 

assessment. Methods: OSCE (include three examinations: case examin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clinical skills 

examination) was conducted for the 19th five-year clinical pediatrics students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for examiners and candidates after the assessment. Results: The OSCE results of the 

19th five-year clinical pediatrics graduates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were in line with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All of 

the 100 OSCE forms scores were more than 75 poi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ss rate and the excellent rate in the 

three assessme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
2
=10.899, P=0.004). The pairwise comparisons between groups indicated 

that the excellent rat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skill assessment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ase assessmen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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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x
2
 was 8.303 and 5.531 respectively, and P was 0.004 and 0.019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OSCE (91.39±4.42) and the traditional written test (80.64±4.20)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11.478, P<0.001).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pediatric medical students 

lacked solid clinical basic skills and clinical thinking. Conclusion: OSCE can objectively and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clinical ability of pediatric medical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ir learning enthusiasm,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Score Analysis; Clinical Ability 

 

1 引言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是 Harden 和他的同事开发的一

种评估方法[1]，用于准确评估应试者的能力，其目标

是根据 Miller 的能力金字塔评估应试者在“如何展示”

的水平上的综合能力[2-4]。OSCE 在全球范围内作为卫

生专业教育方案的评估方法[5]，可用来对医学生在各

种模拟临床场景中的能力进行评估[6]。通常，医学生

的表现是根据预先确定的客观评分方案来衡量的，其

中包括技能表现和专业表现[7]。 

儿科是一门具有很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临床学科，

临床综合能力的培训及考核在优秀儿科医生的培养中应

得到重视。纸笔考试是传统的临床能力评价的常用方式，

评价方式较单一，而且不全面[8, 9]。由于 OSCE 可对传

统考试无法有效测试的临床技能进行考核，并有一定规

范的评分标准，可以有效减少教师的主观差异，具有高

真实性、客观性、可重复性以及公平性，是评价医学考

生临床知识的最佳方法之一[10, 11]。OSCE 虽已广泛应

用于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考核，但 OSCE 应用于儿科

专科实习考核并不多。因此，为深化儿科学专业实习的

教学和考试改革，本研究探索将 OSCE 应用到儿科轮科

实习考核，客观评价 OSCE 实施的可行性和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海南医学院19届五年制临床医学儿科专业学生 28名。 

2.2 研究方法 

2.2.1 考核内容 

根据学校对儿科专业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大

纲，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实施改良 OSCE 考核，分别设

置病例考核站、体格检查站、临床技能站，分别占总

分的 60%、20%和 20%。考核的内容分为病例考核、

体格检查考核与临床技能考核，其中病例考核包括：

川崎病、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I 型糖尿病、消化性溃

疡、手足口病、病毒性脑炎、小儿惊厥、急性白血病

等疾病的病史询问、鉴别诊断、辅助检查、诊疗计划

的制订等；体检考核包括各专科的体格检查；临床技

能考核包括：床边心电图的联接、新生儿窒息复苏、

床旁末梢血糖检测、X 线判读骨龄、腹腔穿刺术、腰

椎穿刺术、防护服穿脱、惊厥持续状态的处理流程等。 

2.2.2 考核地点 

考核在我院各儿科专科进行，根据不同儿科专科

（感染科、心血管内科、肾病科、呼吸科、消化科、

内分泌科、神经内科、血液科、新生儿科等）分为 9

个考点，采用统一的评分表。 

2.2.3 考官与考生 

为经过培训的各专科高年资儿科临床教学师资。纳入

海南医学院19届在我院实习的五年制儿科本科生为考生。 

2.2.4 考核实施 

儿科专业医学生轮转各专业实习结束后，参加出

科考核。①病例考核：考核时间 15 分钟，主考教师代

替家长或患儿提供病史等，考核应试者病史采集、医

患沟通能力，拟定初步诊疗计划、选择与判读辅助检

查和鉴别诊断能力，重点考核亚专科病例；②体格检

查考核：考核时间 10 分钟，采用健康成年志愿者进行

亚专科的体格检查，重点考核亚专科体检；③临床技

能考核：考核时间 10 分钟，技能操作在技能操作训练

模具上进行，重点考核专科技能操作，按学校公布的

技能考核标准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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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补考机制 

考核以 100 分为满分，各考核站得分≥75%分值为

及格（得分≥85%分值为优良，得分≥75%分值为合格），

<75%分值者为不及格，不及格者复习 2~3 周后补考。 

2.2.6 问卷调查 

核结束后通过微信网络向教官与考生发放问卷调

查，回收调查结果。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l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百分比方

式进行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x
2）检验；各

计量资料行正态分布检验，计量资料分析采用及 t 检验，

以 P<0.05 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OSCE 考核的一般状况分析 

共计 28 名考生纳入本考核，收集儿科各亚专科

OSCE 考核表共计 100 份。统计学分析显示，19 届海

南医学院五年制儿科专业毕业生的病例考核、体检考

核、技能考核成绩及总分均符合正态分布，见图 1。 

  

  

图 1 病例考核、体检考核、技能考核成绩及总分的正态 P-P 图，提示符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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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OSCE 考核的得分情况分析 

100 份 OSCE 考核表得分均≥75分，平均 91.47±4.36

分，其中 75~84 分者 8 份，≥85分 92 份。各考核得分率

以 75~84%为及格，以≥85%为优良，统计各考核站的及

格率与优良率。组内行 x
2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
2
=10.899，P=0.004），见表 1；组间两两比较提示体

检考核与技能考核的优良率均较病例考核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x
2分别为8.303、5.531，P分别为0.004、0.019）。 

表 1 各考核内容的优良率、及格率比较 

考核内容 优良率（%） 合格率（%） 

病例考核 82（82/100） 18（18/100） 

体检考核 95（95/100） 5（5/100） 

技能考核 93（93/100） 7（7/100） 

x2 
 

10.899 

P 
 

0.004 

3.3 OSCE 考核得分与传统理论笔试考核得分比较 

本次 OSCE 考核平均得分 91.39±4.42，传统笔试考核平均得分 80.64±4.2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478，P<0.001）。 

表 2 OSCE 考核失分原因调查 

  
考官调查（%） 考生调查（%） 

病例考核 病史采集不全 65（13/20） 60.7（17/28) 

 
鉴别诊断不全 75（15/20） 71.4（20/28) 

 
治疗疗措施交代不详 50（10/20） 53.6（15/28) 

 
病情预后交代不详 55（11/20） 46.4（13/28) 

 
知识掌握不牢 50（10/20） 39.3（11/28) 

 
思路不清晰 60（12/20） 57.1（16/28) 

体格检查 手法不规范 70（14/20） 64.3（18/28) 

 
检查内容不全 80（16/20） 35.7（10/28) 

临床技能 手法不当 25（5/20） 57.1（16/28) 

 
技能无菌观念薄弱 20（4/20） 14.3（4/28) 

 

3.4 OSCE 考核失分原因及问卷调查 

在面对考生的调查过程中，发放问卷 28 份，回收

有效问卷 28 份，回收率 100%：82.8%认为需要 OSCE

评估考核；85.7%认为考核合理，难度和时间适中，符

合教学大纲要求；约 89.3%的人认为 OSCE 评估考核能

够客观考核医疗问诊、医患沟通、体格检查等临床技

能；82.1%认为要全面推进 OSCE 评估考核，92.8%认

为 OSCE 评估考核有利于学习理论知识，掌握临床技

能，促进其转化为专业技能。在面对考官的调查过程

中，发放问卷 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0 份，回收率 100%；

85%的考官认为评分设置合理；超过 80%认为病例考核

站失分最多，临床思维有待提升；90%的考官认为有必

要定期开展 OSCE 培训。 

4 讨论 

传统的理论考试可有效地节约师资，且客观，公

正。传统的理论考试对教学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虽要求

较低，但无法评估考生的实际思维和操作能力。本次

儿科专业毕业生 OSCE 考核各项目得分均符合正态分

布，说明此次考核符合考试题设计的总体原则，同时

试题设置合理，体现出了考核的客观性及公平性。本

次 OSCE 考核总分平均得分高于传统笔试考核平均得

分，考核合格率达 100%，优良率达 82%，提示此次考

核难易度适中，有利于提升儿科专业实习生的从医自

信心。同时本研究中，根据儿科专科的特点，针对不

同器官系统的常见病建立了 OSCE 考核评估内容，丰

富了儿科医学生轮科过程中的 OSCE 考核方式，具有



90 张笃飞 等：OSCE 在儿科专业医学生轮科实习考核中的应用与评价  

 

http://www.educationrd.com 

积极的意义。 

问卷调查显示，82.8%的考生及 90%的考官认为需

要进行 OSCE 考核，85.7%的考生与 85%的考官认为

OSCE 评分设置合理，值得继续推进应用。传统的生产

实习考核涉及临床实践的诸多方面，如医疗文书的填

写、体检能力、医疗计划和医疗处方、操作实践技能、

工作能力和服务态度等。考评人员往往为总住院医师，

由于他们的工作相对繁重，无法做到详尽的考评，而

且因碍于情面，不能做到客观的评价，可能会使管理

变得松散，评估流于形式。在延续 OSCE 考核的同时，

将传统的生产实习内容应用到实习生的形成性考核中，

由临床教师定期（2~4 周）进行考核，及时发现不足，

引导学生纠正，改进教学方法。并且通过再考核，不

断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最终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 

本研究中，医学生在体格检查、临床操作技能得

分较高，分析其原因可能有：OSCE 考核中关于格检查、

临床操作技能考核内容确定、评估标准恒定，医学生

可按学校公布的考核细则反复操练，从而提高了考核

成绩；医学生较早期地（大学三年级）学习《诊断学》

中体格检查及技能操作的知识，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另外医学生在各科室见习、实习过程中时均较有的机

会对病人进行体格检查，也可在训练模具上反复操练

临床技能操作[12]。但 70%的考官认为医学生体格检查

内容不全面，80%的考官认为医学生体格检查的手法不

规范。因此，考官认为医学生的体格检查、临床操作

技能等临床基本功欠扎实，可加大培训力度，注重细

节，对临床实践形成有效性考核，有利于提高医学实

习生的临床基本功。 

在病例考核中，选取不同专业的典型病例，对考

生收集、综合、分析临床数据，进行初步诊疗和医患

沟通的临床能力等进行考核，其核心意义为考核医学

生的临床思维。只有在临床实践中，通过不断学习、

思考和反复验证，才能逐步推广科学的临床思维，构

建更加全面与合理的临床能力框架，而传统应试教育

对此帮助不大[13]。在病例考核中，有的医学生只会死

记硬背课堂知识，不擅长于将理论和实践诊疗活动相

结合，也有的医学生认为缺乏相应的专业实践过程或

没有接触过类似病例是考核不理想的主要原因，这也

说明部分医学生尚缺乏科学的临床思维，不善于自学，

缺乏医生应有的临床综合能力。本研究中，医学生病

例考核失分的原因较多，75%的考官、71.4%的考生认

为是鉴别诊断不全，65%的考官、60.7%的考生认为是

病史采集不全，60%的考官认为是思路不清晰及 50%

的考官认为是理论知识掌握不牢，以及 55%的考官认

为是病情预后交代不详等，说明考生临床思维不足主

要表现为医学理论基础不扎实，未根据临床需要更新

知识、拓展思维，未能把握疾病本质，未充分利用临

床数据进行诊疗活动和医患交流。因此，医学生的临

床思维亟待提高，但依靠传统课堂培训收效甚微，应

鼓励医学生积极参与医疗病史的采集、医患之间的沟

通、体格检查及医疗查房等临床实践，多接触不同患

者，不断丰富医疗感性认识，培养自学能力，强化理

论基础，提高思维的正确性和敏感性[13, 14]。 

5 结论 

OSCE 应用于儿科专业医学生轮科实习考核能较

全面评估儿科专业医学生临床综合能力，考核客观、

公平，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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