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临床研究杂志                                                                          2022 年第 6 卷第 3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Research                                                          https://ijcr.oajrc.org/ 

- 21 - 

医改新政下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的实践及效果 

刘长江，张 瑞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分析医改新政下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操作和影响。方法 实验对象：2021 年 20 名医

院药房实习生和 2022 年 20 名医院药房医院实习生。实验方法：2021 年医院药房实习生采取传统带教模式，

设定为对照组；2022 年医院药方实习生采取临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式，设定为观察组。实验目的：分析两

种方式产生的实际效果。结果 观察组理论成绩、实际操作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带教模式评价情况

显著优于对照组，观察组实习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 医改新政下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以临床药学为核心能够提高实习生学习成绩，能够激发实习生

学习兴趣，对当前医院药学实习教学具有明显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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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ffect of hospital pharmacy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new medical refor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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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 and impact of hospital pharmacy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new medical reform policy. Methods Subjects: 20 hospital pharmacy interns in 2021 and 20 hospital 
pharmacy hospital interns in 2022. Experimental method: In 2021, the hospital pharmacy interns adop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in 2022, the hospital pharmacy intern adopts the clinical 
pharmacy-centered teaching mode and is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to analyze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two methods.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and prac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inte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teaching mod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Significan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reform of hospital pharmacy practice teaching under the new 
medical reform policy with clinical pharmacy as the core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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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药学是以药剂学为中心展开的药事管理和

药学技术工作，以临床医师和患者为服务对象，以

供应药物和指导，参与临床安全、合理，有效的药

物治疗为基本职责，以治疗效果为质量标准，在医

院环境下的特定科学研究工作。医院药学实习教学

效果直接关系到医院药学质量，所以做好医院药学

实习教学改革，能够提高医院药学实习教学质量，

保证实习生理论和实际操作掌握度，为医院药学发

展提供有效支撑[1]。常规的带教模式，注重向实习

生讲解，实习生根据讲解内容以做笔记形式进行学

习，实习生掌握情况往往不理想。医改新政下医院

药学实习教学改革下，对医院药学实习生实施以临

床药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实习生学习兴

趣，保证学习效果。此次试验则分析医改新政下医

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操作和影响。详细内容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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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实验对象：2021年34名医院药房实习生和2022

年 20 名医院药房医院实习生。实验方法：2021 年

20 名医院药房实习生采取传统带教模式，设定为对

照组；2022 年医院药方实习生采取临床药学为中心

教学模式，设定为观察组。对照组（男 8 名，占比

为 40%，女 12 名，占比为 60%，年龄范围 22 至 27
岁，平均年龄 24.55±2.09 岁）和观察组(男 9 名，

占比为 45%，女 11 名，占比为 55%，年龄范围 23
至 28 岁，平均年龄 24.57±2.10 岁）。两组实习生

基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①实习生均知晓，并同意。②均为

医院药房实习生。 
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出。②配合度较低。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带教模式，观察组采取临床药

学为中心教学模式。 
（1）对照组 
带教老师对理论知识进行讲解，实习生根据带

教老师讲解知识点做笔记，对笔记进行整理，学习。

带教老师引导实习生观看实际操作，讲解实际操作

内容，实习生提出问题，带教老师对问题进行回到，

解决实习生疑惑。 
（2）观察组 
①带教老师整理用品清单，让实习生熟悉清单

上的所有药品，指导实习生掌握上季度用量靠前药

品。 
②带教模式采取定岗和定人两种模式，换言之，

日常实践操作进行跟岗，理论学习跟人。进入到药

房实习，引导实习生学习《处方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掌握药品基础知识，熟悉清单药品相互作用

和配伍禁忌。 
③对实习生学习的相关知识进行考核，成绩合

格则可以进行临床实习，保证实习生熟练掌握药学

知识理论。实习生需要掌握处方点评，预防抗生素

I 类切口病历，药物检查以及书写药历，掌握一种

疾病治疗方法，掌握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等。 
④利用 PBL 教学方法，建立带教小组，选择临

床药学典型研究问题，让实习生围绕问题独立收集

资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以小组交流形式，

相互讨论，带教老师对讨论结果进行分析，对存在

的问题提出，解决。 
⑤实习生竞赛，医院定期组织实习生讲课比赛，

引导实习生积极参与。让实习生课后查阅相关资料，

提前做好讲课准备。带教老师和其他实习生对讲课

实习生进行点评，并投票选举表现最优秀讲课实习

生。 
1.3 观察指标 
（理论、实践操作考核成绩），对比两组理论

和实践操作考核成绩。理论和实践操作分别为 100
分。 

（带教情况），对比两组带教情况，并进行评

分。主要从实习生目的性、主观能动性、学习兴趣、

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信

心、理论收获、实践收获等。每项总分为 10 分，分

数越高显示情况越好。 
（带教模式满意度）对比两组实习生对带教模

式满意情况。带教模式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

/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0.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

较采用 t 检验（对比两组实习生目的性评分、主观

能动性评分、学习兴趣评分、口头表达能力评分以

及分析能力评分、解决问题能力评分、自信心评分、

理论收获评分、实践收获评分等），并以（ sx ±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两组理论、实践操

作考核成绩和带教模式满意度），并以率（%）表

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理论、实践操作考核成绩 
对照组理论考核成绩（80.12±1.77），实践操

作考核成绩（76.12±1.47），观察组理论考核成绩

（93.23±2.39），实践操作考核成绩（90.23±2.47），
两组理论考核成绩（t=7.223，p=0.001），实践操作

考核成绩（t=6.234，p=0.001）。数据显示，观察组

理论成绩、实际操作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理论成绩、

实际操作成绩，（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 
2.2 对比两组带教评价 
对照组实习生目的性评分（6.23±1.22）、主观

能动性评分（6.45±1.24）、学习兴趣评分（6.77±
1.20）、口头表达能力评分（5.23±1.19）、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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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分（5.09±1.23）、解决问题能力评分（3.27±
1.11）、自信心评分（4.09±1.25）、理论收获评分

（5.69±1.32）、实践收获评分（5.54±1.30）。观

察组实习生目的性评分（9.22±0.37）、主观能动性

评分（9.21±0.29）、学习兴趣评分（8.77±0.84）、

口头表达能力评分（8.09±1.09）、分析能力评分

（7.88±1.22）、解决问题能力评分（7.23±1.03）、

自信心评分（7.01±1.01）、理论收获评分（6.77±
1.09）、实践收获评分（7.82±1.10）。两组实习生

目的性评分（t=3.281，p=0.001）、主观能动性评分

（t=3.209，p=0.001）、学习兴趣评分（t=2.277，
p=0.001）、口头表达能力评分（t=3.901，p=0.001）、

分析能力评分（t=2.781，p=0.001）、解决问题能力

评分（t=1.010，p=0.001）、自信心评分（t=1.791，
p=0.001）、理论收获评分（t=2.357，p=0.001）、

实践收获评分（t=2.304，p=0.001）。数据显示，观

察组带教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带教评价，（P<0.05）
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3 对比两组带教模式满意度 
对照组满意 5（25%）例，基本满意 7（35%）

例，不满意 8（40%）例，满意度 60%（12 例）。

观察组满意 8（40%）例，基本满意 11（55%）例，

不满意 1（5%）例，满意度 95%（19 例）。两组满

意度（X=7.025，P=0.008）。数据显示，观察组对

带教模式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对带教模式满意

度，（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医院药学是一门和多学科有关的综合科学，和

药剂学、药理学以及药物化学、生物医学、临床医

学等密切相关[2]。医院药学能够为临床医师提供较

多和医疗有关药学方面科学技术服务，所以对医院

药学工作人员要求极高。医院药学实习生作为未来

医院药师，在实习阶段尤为重要。实习生实习效果

对医院药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部分医院对

医院药学实习培训重视度较低，加上医院药学为医

院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优化医院药学实习生教学模

式是当前重点任务。为适应医改新政下医院药学实

习教学改革，则需要对医院药学专业实习生实习教

学工作进行完善和整改[3]。 
临床药学是医药药学重要发展目标，实习生带

教老师应该将临床药学作为重点方向。在医改新政

下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中应该重视临床药学发

现，紧紧围绕临床药学设计。通过围绕临床药学设

计内容，制定明确实习目标，明确每个阶段实习任

务，引导实习生学会自主学习。对实习生进行相关

知识考核，检查实习生学习掌握情况。对考核成绩

进行分析，超漏补缺，针对缺失方面进行重点补救，

从而保障实习生能够全面掌握。利用 PBL 教学方

法，对实习生进行分组，通过自主查阅学习，再以

小组交流形式讨论，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实习生学习

兴趣，还能提高实习生团队协作能力。PBL 教学方

法是以问题为引导，将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

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不

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发现问题能力以及解决

问题能力，不断激发学生创新能力。PBL 教学模式

在以临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式中能够发挥明显效

果。医院定期组织实习生讲课竞赛，不仅能够激发

实习生竞争能力，还能锻炼实习生勇气，让实习生

换位思考，以便于更好的掌握相关知识。黄春江[4]

等人研究 PBL 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法用于临床药学

实习教学中情况。对学员采取 PBL 结合情景模拟教

学方法后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药学实

习教学中，利用 PBL 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效果更

优于传统带教方法。将 PBL 应用于药学实习教学中

能够提高临床药学实习教学质量。此次试验则分析

医改新政下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操作和影响。结

果发现，观察组理论成绩、实际操作成绩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通过分析两种方式后实习生考核成绩能够直接反映

两种带教模式效果。采取以临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

式后实习生理论考核成绩达到 90 分以上，实践操作

考核成绩也达到 90 分以上，远远超过传统带教模

式。说明以临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

实习生学习成绩。观察组带教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分析

两种带教模式后实习生目的性、主观能动性、学习

兴趣、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自信心、理论收获、实践收获进行评价能够直接反

映两种带教模式具体影响优势。采取以临床药学为

中心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实习生学习目的性、主

观能动性、学习兴趣等。以临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

式后实习生在各个教学评价评分方面均较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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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带教模式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分析两种带教模

式后实习生对带教模式认同感和满意情况。采取临

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式后实习生满意度高达 95%，

采取传统带教模式后实习生满意度仅为 60%。采取

以临床药学为中心教学模式更能够达到实习生教学

满意效果，实习生也更加愿意选择此方法进行实习。

刘育青[5]等人研究分析以临床药学为核心的 PBL教

学法在医院药学实习教学中的应用。对比传统带教

模式和以临床药学为核心的 PBL 教学方法在医院

药学实习教学效果。将药学实习生作为实验对象，

将其分别采取传统带教模式和临床药学为核心的

PBL 教学方法。结果发现，采取以临床药学为核心

的 PBL 教学方法在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效果显著优

于采取传统带教模式在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效果。以

临床药学为核心的 PBL 教学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

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提高医院药学实习教学

质量，保证实习生学习效果，为医院药学发展打下

扎实基础。 
综上所述，医改新政下医院药学实习教学改革

以临床药学为核心能够提高实习生学习成绩，能够

激发实习生学习兴趣，对当前医院药学实习教学具

有明显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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