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教学大数据系统提升麻醉学专业型 

研究生教学质量的研究 

易斌，杨纯勇，鲁开智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 

摘要：目的应用临床大数据系统提升麻醉学专业型研究生个体化临床技能培训质量的初步探索性研究。 

方法 根据麻醉专业临床培训教育的特点设计构建临床教学大数据系统。随后在2013-2015级麻醉学专业

型硕士研究生共18人进行对照研究。随机分为大数据组和传统教学组；最后评定28项麻醉临床技能操作

考核成绩，同时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等进行评分。结果 在麻醉临床技能操作考核、学生对教师满意度，

大数据组均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组。结论 临床教学大数据能够提升麻醉学专业型研究生个体化临床技能

培训质量，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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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麻醉学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教育, 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

创新性麻醉医学人才的重任。麻醉临床技能培训质量是麻醉学专业型研究生的核心教学指标和培养中的

关键因素，因此临床实践培训质量直接决定着未来麻醉医生水平的高低[1]。传统的麻醉学专业型研究生

临床麻醉技能培训主要依靠带教老师的操作示范以及在学生操作过程中进行实时矫正。这种“师徒式”的

传统教学为我国麻醉学的发展和人才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该传统教学模式难以保证培训质量，尤

其对于临床麻醉核心技能操作培养来讲，带教老师易受到繁重的临床工作、师资匹配不足、临床核心技

能数量较多等影响，针对每个学生培养不能保证培训质量；而学生的理解能力、动手能力的差异，易造

成了临床麻醉技能培训质量的残次不齐[2,3]。因此，如何提高并保证麻醉学专业型研究生个体化临床技

能培训教学质量，一直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临床培训过程中，如何真实有效地评估每位学生的临床实践的真实水平是开展有效性培训的关键；

如何根据个体自身实际的能力进行有针对性地个体化的临床培训是提高临床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如何

针对当前我国专业医师培训依赖经验、依赖传统、学徒式的教育弊端进行有效的改进也是当前各大医学

院校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2013年作为大数据时代的元年，让传统的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实证，让教育科学领域能够借由前沿技

术的发展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个体，从而让教育研究“个体化”成为了可能。而对于麻醉医学教育研究者

来说，临床教学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正起作用的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帮助我们洞察学生的真实，

帮助我们将培训走向个体化，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切实提高每位研究生的培训质量[4-8]。因此，本研究

对临床教学大数据在麻醉专业硕士研究生个体化临床培训质量提高的探索和应用进行探索性研究，旨在

为麻醉专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高质量研究生的提供理论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2014年8月至2016年8月间在我院麻醉科完成临床麻醉技能培训并最终参加考核的无临床工作经验

的2013级和2014级麻醉学临床专业硕士18人，随机分为2组：大数据组（9人），传统组（9人）。两组



学生入科后进行各临床麻醉技能操作评估成绩无统计学上差异。 

2、教学方法实施 

（1）临床麻醉技能的培训 

按照匹配对照原则，指定每位带教老师同时带教2组学生中各1名。带教过程中，带教老师针对临床

麻醉技能操作中28项关键技能的操作要点和操作要点以及实时考核评分要点等要点向2组研究生详细说

明，并在带教过程中随时进行操作示范和指正。 

所涉及的临床麻醉操作技能包括28项，涵盖临床麻醉全范围：机械通气的操作，快速诱导气管内插

管，简易呼吸囊操作，全身麻醉麻醉药物剂量配置和使用，椎管内麻醉，硬膜外麻醉，蛛网膜下腔腰椎

穿刺术，静脉麻醉术中管理，术中、术后危重病人抢救，胸外心脏非同步直流电除颤术，气管内麻醉实

施，术前访视病人，利用麻醉机手法人工通气，面罩给氧以及机械通气的设置，麻醉管理术中的观察，

常用镇痛技术，局部浸润麻醉，控制性降压技术，术中不良反应的观察和处理，麻醉科急诊夜班的接诊

处理，麻醉记录单和小结书写，专业外语文献读书报告或笔记，中心静脉穿刺，小儿气管插管，周围神

经阻滞麻醉（颈丛、臂丛），中心静脉压监测技术，托颌法(开放气道)和有创动脉穿刺技术。 

（2）临床大数据组 

临床教学大数据系统将主要围绕麻醉学专业临床教学培训内容的特殊性，依托我科前期课题麻醉专

业研究生核心能力培养改革的实践与我科教师人才资源的特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进行探索并设计构建，

由教学系统、大数据采集系统、考核系统以及反馈信息采集系统4大部分组成，其模型见图1 

 

对本组学生，带教老师利用系统对学生日常技能操作进行实时评分，并进行有效、针对性的规范和

纠正。同样学生对老师带教过程中的知识讲解的带教态度、知识经验、专业素养、逻辑思维的合理性、

动作示范的标准性等信息进行采集和记录。带教老师和学生随时查阅所有数据的实时更新，即学生操作

考核评分以及带教得分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即教师和学生可以随时查阅当日操作的考评得分和丢分点，

和既往以及其他学生进行比较；同时教师可以及时查阅学生对自己的考评得分；查阅后及时整改提高。 

（3）传统组 

对本组学生，带教老师按照传统模式进行带教，对学生的错误进行实时提出和操作矫正。 



3、考核 

阶段学习结束后，大数据组和传统组均进行操作考核，比较两组的教学效果。考核实施“教考分离”，

即参与教学的教师不参加考核。同时学生对带教老师进行打分评估，例如学生对老师带教过程中的知识

讲解的带教态度、知识经验、专业素养、逻辑思维的合理性、动作示范的标准性等信息进行采集和记录。

老师对学生评估数据为该数据体系的主体，学生对老师的评估数据可作为培训过程中反馈信息以促进教

学培训的改进与提高。 

4、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13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考核成绩 

对两组的学生进行 28 项临床麻醉核心技能操作进行出科考核的成绩如下表。从中可以看出，大数

据组学生的考评成绩平均分（94.5±3.9），传统教学组为（84.2±5.7）。考核优秀中，大数据组有 8 名学生

操作考评优秀，而传统组仅有 4 位考评优秀；大数据组仅有 1 名考评为良，传统组有 4 名考评为良，还

有 1 名考评为中。 

表 1 两组学生麻醉技能操作的出科考核成绩 

分组 N 平均分 优（>90） 良（80-90） 中（<80） 

大数据组 9 94.5±3.9 8（88.9%） 1（11.1%） 0（0%） 

传统组 9 84.2±5.7 4（44.4%） 4（44.4%） 1（11.1%） 

p  <0.01 <0.01 <0.01 <0.01 

2、学生对教师的评分 

两组学生对带教老师的“带教态度”以及“专业素养”上，评分无区别。然而在“逻辑思维”、“动作示范”

以及“教学效果”的评分上，两组学生的打分差距非常显著。 

表 2 两组学生出科考核时对带教老师的评分 

分组 N 带教态度 专业素养 逻辑思维 动作示范 教学效果 

大数据组 9 95.5±4.3 93.1±3.1 96.5±4.2 98.9±1.1 96.5±2.8 

传统组 9 96.1±3.6 92.8±3.7 91.2±5.1 89.9±4.5 90.7±5.1 

p  >0.05 >0.05 <0.05 <0.01 <0.01 

三、讨论 

麻醉学是一门具有极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临床学科。麻醉医生作为医学行为的执行者，其临床能

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医疗质量与安全。目前多种研究生教育模式与学位制度多种并存，麻醉学研究生在



生源、培养模式、学位标准上均有不同，其基础教育和临床实践背景也存在差异，增加了临床培训的复

杂性。为了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训质量，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尝试了多种教学模式[1,9,10]。然

而，尚未见报道关于大数据在专业硕士培训方面的应用实践的研究。因此，我科基于以上关于大数据在

教育领域的实践和成果和我科现正进行的手术麻醉病人大数据的研究经验，研究对临床教学大数据在麻

醉专业硕士研究生个体化临床培训质量提高的探索和应用进行研究，进一步为麻醉专业培养更多的高素

质、高质量研究生的提供理论依据。 

我们的研究发现，大数据组学生的考评成绩平均分（94.5±3.9），显著优于传统教学组（84.2±5.7）。

其中考核优秀中，大数据组有 8 名（88.9%）学生操作考评优秀，而传统组仅有 4 位考评优秀（44.4%）；

大数据组仅有 1 名（11.1%）考评为良，传统组有 4 名（44.4%）考评为良，还有 1 名（11.1%）考评为

中，说明大数据组学生考核显著优于传统组。同时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组学生对带教老师的“带教

态度”以及“专业素养”上，评分无区别，说明 2 组学生带教中，教师在认真准备和知识准备上无差距。

然而在“逻辑思维”、“动作示范”以及“教学效果”的评分上，两组学生的打分差距非常显著。说明大数据

组的教师带教中，对学生的操作个体差异以及优缺点的把握上更加准确，由此带来更好的带教逻辑思维，

更好的带教示范，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 

虽然大数据是从2009年开始流行，但它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最近3年才出现。2013年至今是大数据

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外自2012年起大数据成为了越来越多领域的热门话题，教育领域也

不例外[6,8,11,12]。美国独立研究机构brookings institution报告中指出“大数据使得查探关于学生表现和学习

途径的信息成为可能，而不依赖阶段测试表现，导师就可以分析学生懂什么以及每个学生最有效的技术

是什么通过聚焦大数据分析，教师可以用更微妙的方式研究学习状况”。2012年10月，美国教育部发布

了《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与学》的教育大数据报告，对美国国内大数据教育应用的领域

和案例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详细介绍。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学校开始了大数据在教学中的应用探

索，但真正被业内人士承认的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却为数不多，其中被公认的当数东华大学的智能实

验室项目。东华大学智能实验室还实现了24小时开放无人管理、跨学院使用等人工无法实现的管理，数

据显示，智能实验室的管理对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提高有显著影响，学生在实验室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在教

室的时间[12,13]。但研究显示大数据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仍不够深入，正如Anthony G.教授所说：教学应

用大数据分析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涉猎的内容广泛但研究深度不够，也缺乏具体实践应用经验[6,14]。 

本课题将通过临床实践研究建立一套适合麻醉专业研究生临床实践培训的临床教育大数据信息框

架，并基于此信息框架开发一套适用于麻醉专业临床培训的平板电脑移动的大数据采集管理程序，以便

于学生与老师实时对培训的数据进行采集，并经过数据分析处理后，提出一系列针对当前学生关于培训

相关的意见，以达到提高培训质量的目的。同时，该程序可以为每位学生储存一套系统的属于自己的培

训相关大数据，该大数据系统还能起到即使是在不同的老师的培训下都能保持学生个人数据的完整性和

独特性，这样更有利于培训个体化实施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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