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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平行病历在呼吸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22
年1-12月该院呼吸内科住培基地的学员74名,将其随机分为叙事医学组(37名)和传统教学组(37名)。比

较2组出科考核成绩,并对教学效果进行自评。结果 叙事医学组理论考核成绩、技能考核成绩、患者满意度

评分、共情能力评分均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叙事教学组中,100.0%(37/37)的学

员认为平行病历的书写在共情能力、理解能力及医患沟通能力方面均有一定的帮助。结论 在呼吸内科住培

中,书写平行病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出科成绩,提高学员的共情能力、理解能力、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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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各大医学院校已经开始加强医学人

文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医学生的共情能力及医患沟通

能力,旨在为国家培养“新医科”背景所需的高层次人

才。叙事医学的定义首先由美国的RITA
 

CHARON
教授[1]提出,其基本观点是采用精细阅读(close

 

read-
ing)、反思性写作(reflective

 

writing)及书写平行病历

(parallel
 

chart)的方式来提升医学生的叙事能力[2]。
叙事医学是医学和文学相交叉结合的学科[1,3]。

平行病历又被称为人文病历,相对于常规病历展

现出的科学、严谨的理性思维,平行病历则主要表现

的是感性与人文关怀的思考,其落脚点是医患共情和

医学反思,主要通过与患者及家属的深入交流并对其

进行归纳总结,最终形成病历资料。平行病历包括患

者病情、文化程度、心理需求、社会属性等多方面内

容。平行病历的书写是采用第一人称,以叙事的表达

方式进行,通过与患者及家属的充分沟通、交流及对

患者病情了解的基础上整理出的病历[4]。平行病历

的书写可以让临床医生更能理解患者的痛苦,更能多

角度、全方位地理解患者,更关注患者的心理康复。
本研究探讨了平行病历在呼吸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住培)中可行性及其培养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本

院呼吸内科住培基地的学员74名,年龄23~25岁,
随机分成叙事医学组(37名)和传统教学组(37名)。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组按照常规的教学计划

进行住培教学。叙事医学组依据2014年颁布的《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制定培训计

划,选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进行平行病历书写培训,
培训时间为2个月。(1)理论培训阶段:通过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故事,教授叙事医学的特点和方法;
分析与循证医学的异同点,教授如何书写平行病历。
时间为3课时。(2)开展临床叙事访谈:秉承尊重和

共情患者及家属的原则,与之进行访谈和交流,在访

谈结束后,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合作书写平行病历,患
者及家属的自身感受可以通过口述进行,而学员根据

访谈内容书写平行病例,尽量避免应用专业性术语。
病例内容涵盖9个方面:患者性格特点、症状、社会关

系、生活是否受到影响、经济承受能力、心理承受能

力、对疾病的认知情况、对医生及护士的需求,对疾病

治疗的预期效果。每位学员共需完成2例患者的叙

事访谈。(3)反思医疗行为并付诸实践:学员反思医

疗行为,思考医疗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为
患者提供更专业、更舒适的就医感受,构建和谐共赢

的医患关系,使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包括生理和心

理),最后将反思结果反馈给带教教师并进行落实

改进。

1.2.2 教学成果评价 培训前,采用问卷调查学员

对平行病历的认知情况。培训结束后进行出科考核,
包括理论考核成绩、技能考核成绩、患者满意度评分、
共情能力评分,其中共情能力采用杰弗逊同理心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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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版)进行评价,患者满意度评分采用满意度调

查问卷进行调查,理论、技能考核按照呼吸内科住培

基地标准执行。同时,叙事医学组采用问卷对教学效

果进行自评,包括共情能力、理解能力、医患沟通能

力等。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学员对平行病历认知情况 74名学员中,仅有

8.1%(6/74)的学员对平行病历有过了解,其中2.7%
(2/74)完全了解,5.4%(4/74)基本了解,从未听说过

的学员占91.9%(68/74)。

2.2 2组出科考核成绩比较 叙事医学组理论考核

成绩、技能考核成绩、患者满意度评分、共情能力评分

均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2组出科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共情能力 患者满意度 理论考核 技能考核

传统教学组 108.50±2.8092.30±0.2592.10±0.2592.12±0.23

叙事医学组 122.40±0.6694.80±0.2894.90±0.29 9.00±0.29

t 4.834 6.692 7.143 7.837
 

P <0.001 <0.001 <0.001 <0.001

2.3 叙事医学组教学效果自评情况 叙事教学组

中,100.0%(37/37)的学员认为平行病历的书写在共

情能力、理解能力及医患沟通能力方面均有一定的帮

助。见表2。
表2  叙事医学组教学效果自评情况[n(%),n=37]

项目 共情能力 理解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

有帮助 32(86.5) 26(70.3) 33(89.2)

一般 5(13.5) 11(29.7) 4(10.8)

没有帮助 0 0 0

不确定 0 0 0

3 讨  论

  患者和家属可以从各种途径获得相关疾病知识,
对所患疾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这些知识往往比

较客观,而患者和家属并不能分辨这些知识与患者所

患疾病是否存在差异,这种不对等的知识差异可能会

导致患者和家属的焦虑,更渴望与医师进行沟通和交

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和谐的基础,也可

以促进患者的身心康复。兼具医学和文学特点的叙

事医学通过“细读”和“写作”2个工具书写平行病历,

培养医生的叙事共情能力,帮助医生掌握“关注、再
现、归属”3个要素,提高患者就医体验,增强患者对医

生的信任感,更有利于患者疾病的康复[5-6]。
呼吸内科患者病情复杂,常常合并其他系统疾

病,导致患者及家属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如果沟通

不充分,容易发生医患矛盾,这就更考验临床医生与

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交流及共情能力,因此提高住培学

员的沟通能力及人文关怀能力迫在眉睫。“共情与反

思”是叙事医学的核心,这一核心有利于在临床工作

中培养医生的爱心、耐心、善良、尽责、尽职等人格品

质[7]。平行病历是一种反思性的写作方法,是临床标

准病历的补充[7-8]。平性病历更注重患者的感受,通
过与患者及家属的交流沟通,倾听患者的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并将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通过书写带

有主观感受的人文病历,将医生见证患者的故事以文

本的形式再现出来,充满共情与反思。本研究结果显

示,住培学员对平行病历了解得比较少,通过讲解与

系统培训后,叙事医学组出科考核成绩显著提高。研

究表明,叙事医学可以提高住培学员的沟通共情能

力[6-7,9-11]。通过平行病历的书写,可以使临床医生更

深入地与患者进行交流,更能理解患者的焦虑和顾

虑,更容易产生共情,在遵循临床治疗原则的同时,可
以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让患者在心底产生认同

感,使患者得到躯体治疗和人文心理干预的双重治

疗,从而达到更满意的治疗效果。
“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明确提出,以强化医学

生职业道德和临床实践能力为核心,将医德教育贯穿

医学教育全过程,培养医学生关爱患者、尊重生命的

职业操守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12]。目前,医学

生的职业人文教育地位日益加重,医者应该始终把患

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诊疗过程中通过与患者及

家属的沟通交流,收集和记录患者发病过程中的真实

情况,更关注患者的心理因素,让患者感受到人文关

怀,可建立更加信任的关系。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平
行病历的书写可以使住培医生更深刻地理解患者、感
知生命,进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综上所述,在呼吸内科住培中,书写平行病历有

利于提高学员的出科成绩,提高学员的共情能力、理
解能力、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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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

法 选择2024年3—5月齐齐哈尔医学院2022级护理学专业4年制本科生174名作为研究对象,以“留置导尿

术”教学为例实施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采用自主学习能力评价量表和评判性思维情感倾

向测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教学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变化。结果 教学后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教学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基础护理

学教学中,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团队合

作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 TPKCEE教学模式; 基础护理学; 混合式教学; 评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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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护理学作为护理学科的核心课程,其内容既

广泛又深入,涉及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随着

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护理理念的更新,传统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难以解决课程学时安排少、知识点

繁杂、实践操作难度大等问题,往往难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稍显不足。TPKCEE复合型教

学模式是以医学教育发展方向为依据,针对实际教学

中的重难点,整合类比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

学方法的优势与特色,以“系统思维-问题导向-重点串

联-经典案例-实践助学-知识拓展”为基本架构的新型

教学模式[1]。目前,国内学者在护理学导论、中药药

剂学、分析化学、社区护理学等课程中应用了该教学

模式,实践表明该模式契合学生认知特点,能满足“新
医科”发展要求,帮助学生厘清课程知识脉络、了解学

科前沿信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职业认同

感。本研究以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为基本架

构,以“留置导尿术”实验教学为例设计基础护理学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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