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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循证医学教育在麻醉临床教学中产生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该院医学实习生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人。在麻醉临床教学中，对对照组实行常规基础教学，给予观察组循证医学教育。 针对理论和实践评分情况，对两组进行对比分析。结
果：观察组理 论及实践评分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循证医 学教育在麻醉临床教学中产生的临床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能
够有效提高实习生的理论和实践评分，有利于实习生学习质量的不断增高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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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属于综合性学科，多学科内容相关交叉 、渗透 ，麻醉学专

业实习生需在不同学科间构建医学知识体系，近些年发现麻醉专业实习

生在临床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问题，麻醉学专业实习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较低。因此如何针对麻醉学专业实习生临床实践问题，促使麻醉学专业

实习生积极主动的获取知识，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循证医学近年来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产生并迅速兴起的一种新体系，

是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产物，要求医生负责、明确、深思

熟虑的应用已有的 佳临床证据为每一个病人制定临床诊疗方案。它能

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并使临床医学教育从传统经验医学模式转变成以

证据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模式。在医学教育中引入循证医学的理念、原则

和方法已是势在必行。麻醉学是临床医学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在麻

醉临床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有助于提高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增进教学效果，并为医学生未来的 l 临

床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分析循证医学教育在麻醉临床教学中产生

的临床应用效果，选取该院医学实习生 80 例进行前瞻性研究报告如下。 

1 麻醉临床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的意义 
当今麻醉科技术发展迅速，新技术、新疗法大量引入和使用，迫切

需要对其进行规范。而新知识不断涌现的同时旧的认识不断被否定。如

麻醉方式的选择，麻醉的相对禁忌症等，单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只有

遵循循证医学决策模式，才能作出 佳的科学决策。麻醉学理论复杂，

知识量大，操作多，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我们应该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改革教学方法，应用启发眭教学方法，着

眼于教会学生学习，加强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训练培养，强化学生的主体

意识和主动学习的精神，使学生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将循证医

学引入麻醉临床教学，有利于培养新一代麻醉科临床医生，使其能够尽

快地获取 新的麻醉科临床研究证据，并具备判断哪一些是 好证据的

能力，这样才有可能 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麻醉安全，减少患者的病痛，

提高麻醉科临床医疗水平。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该院医学实习生 8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一组 40 人。观察组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17 人和 23 人，年龄 20 ～ 

25 岁范围内，平均 年龄（22.5±1.2）岁，文化程度：25 例本科实习

生，15 例专科 实习生；对照组男性和女性者分别为 26 人和 14 人，

年龄 21 ～ 27 岁范围内，平均年龄（24±2.1）岁，文化程度：23 例

本科实 习生，17 例专科实习生。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

上， 两组差异不明显（P ＞ 0.05)，能够进行对比研究。  

2.2 临床诊断标准。（1）两组均为医学类临床实习生；（2）两组实

习生均未接受其他形式的教学；（3）获得两组实习生知情同意，同时签

订知情同意书。 

2.3 教学方法。给予对照组实习生常规基础教育方法，包括：麻醉

知识的普及等，在上述常规方法教育的基础上，对观察组实行循证医学

教育，主要包括：证据的检索，对于实习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麻醉方面的

问题，通过相应的文献资料或循证资源进行检索，同时采用科学性较强

的评判方法，对检索内容的真实性、有用性给予有效验证，并得出相应

结论，以便于指导临床护理工作。教师教育方面，教师应指导实习生有

目的、有计划的对循证医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学习。针对不同患者的

不同病情状况，实习生与教师一起进行研究。例如在疾病症状、病因、

病史及检测结果方面，对患者进行仔细询问，依据患者的基本病情状况， 

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同时指导实习生对检索的文献资料给予准确评价，

便于使书本知识更好的与临床工作相结合。  

2.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8.0 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资料 ；（n，%）

表示 计数资料，同时通过χ2
进行相应检测；有统计学意义用 P ＜0.05 

表示；（x-±s）表示计量资料，同时通过 t 进行检验。 

3 结果  
理论评分和实践评分情况两组进行对比：观察组在理论评分和实践

评分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存在一定的统计学意义，结

果情况见表： 

组别 例数 理论评分 实践评分 

观察组 40 96.31±3.02 92.87±5.32 

对照组 40 80.12±2.57 69.66±6.77 

t  4.976 4.235 

p  ＜0.05 ＜0.05 

4 讨论 
现代医学教育正从过去的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

环境的 模式，这对现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临床麻醉学教学作为

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模式、理念和特性亦要作出相应的

改进。麻醉临床教学具有学员学习兴趣不浓厚、学员水平层次参差不齐、

技能操作多、知识量丰富等特点，因此在循证医学教学中要兼顾各方面因

素，促进每位实习生都能 大程度的掌握所教知识。循证医学实践要求实

习生对于专业知识要做到全面掌握，同时熟悉各项基本操作技能，对于高

年资医师的临床经验，要虚心听取。循证医学教学体系的产生，要求医生

在制定医学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明确患者的相关症状，同时对其症状的产

生寻找出相应的临床依据，确保诊疗工作的顺利有效进行，有利于促进患

者得到对症治疗。因此加强循证医学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尤为重要。循证

医学教育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有利于使临床教学工作实现科学

化、有序化。同时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的患者采取不同的

治疗方案，有利于患者对症治疗。本文通过探究循证医学教育在麻醉临床

教学中产生的临床应用效果，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实习生理论和实践评

分分别为（96.31±3.02）分、（92.87±5.32）分，对照组分别为 （80.12

±2.57）分、（69.66±6.77）分，观察组理论评分和实践评分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 综上所述，循证医学教育在麻醉临床教学中可以产生显著的临

床效果，有利于提高实习生的学习质量，促进其临床水平的增强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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