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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院校学生考试的组织与实施

------ 学习认证标准“3. 学业成绩考核”



考试是教育的

重要环节

3.1 考核方法：
基本标准

• 确保考核覆盖科学和学术、临床实

践能力、健康与社会、职业素养各

个方面。（B 3.1.2）

• 根据不同的考核目的，采用广泛多

样的考核方法和方式。（B 3.1.3）



医学教育评估的三个阶段

•  为测量

•  做判断

•  是系统

区分、强化和惩戒；人的判断作用最小化

得到反馈，促进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

A history of assessment in medical education 
Advances in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2020) 25:1045–1056 



常用考试形式及使用

选择、填空

简答、口试

……

低年级 - 高年级 - 规培

理论

技能 床边、现场

技能中心

•  纸笔

•  机考

•  口试

•  直接评价

•  有主题的观察评价

•  工作场所的观察评价

•  ……



受关注的一些考试环节

•  各类课程的考试

•  实习前理论与技能考试

•  专业轮转时的出科考试

•  毕业前理论与技能考试

•  医师资格考试

•  规培结业考试





•  新知识新技能的掌握

•  阶段前后的评价测试



3.2 考核和学习之间的
关系：基本标准

•  确保学生能够实现预期的教育结果。

(B 3.2.1)

•  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B 3.2.2）

•  做好终结性评价的同时，加强形成性

评价的应用，并及时进行反馈，以便指

导学生更好地学习。(B 3.2.3)

适当的难度是

考试作用体现

的重要途径



考试需要设计

•  评价 （ evaluation）

•  综合 （ synthesis）

•  分析 （ analysis ）

•  应用 （ application ）

•  理解 （ comprehension ）

•  知识 （ knowledge ）

评价层级 



临床推理

批判性思维





   张力性气胸的特点是

A. 呼吸时空气经伤口自由出入

B. 呼吸时气体从胸膜腔只出不入

C. 患侧胸膜腔压力进行性增加

D. 一般不挤压对侧胸膜腔和肺

E. 纵隔不会移位  

A1



    一位母亲，近半年发现2岁的孩子比其它同龄小儿长得差,到

门诊咨询小儿健康状况。医生在问诊和体检时,最初反应营养不良

的临床表现是

A. 身高增长减慢

B. 体重不增或减轻

C. 面色苍白

D. 精神、食欲差

E. 皮下脂肪明显减少

A1



    患者男，22岁，10天前左侧上唇皮肤处出现一个小硬结，红肿疼痛，

逐渐增大并出现黄白色脓头，5天前破溃后流出脓血样液体，疼痛稍缓

解，3天前再次开始肿痛。检查：左侧上唇皮肤可见直径1.5cm大小红色

硬块，表面紧张发亮，压痛明显，质地偏硬，界清，体温37.8℃。面部

疖痈的主要病原菌及局部治疗宜采用的是

A. 大肠杆菌，高渗盐水纱布持续湿敷

B. 金黄色或白色葡萄球菌，高渗盐水纱布持续湿敷

C. 链球菌，尽早切开引流 

D. 肺炎球菌，硝酸银或碳酸烧灼

E. 金黄色或白色葡萄球菌，硝酸银或碳酸烧灼

假A2



A型题（推荐A2、A3、A4）

• A1  单句

• A2  简单案例

• A3  案例情景，2～3问，各问题相互关联

• A4  案例情景，4～6问，各问题可增加新的

      信息



X型题（多项选择题）

题干

提问

选项

    &&&&&&&&&&&&&&&&&&&&&&&&&&&&&&&&&&&&&&&&&&&

&&&&&&&&&&&&&&&&&&&&&&&& 。

    @@@@@@@@@@@@@@ 的是

A ♬♬♬♬♬♬♬♬♬♬♬♬♬

B ♬♬♬♬♬♬♬♬♬♬♬♬♬♬♬

C ♬♬♬♬♬♬♬♬♬♬♬♬♬♬♬

D ♬♬♬♬♬♬♬♬♬♬♬♬♬♬♬

E ♬♬♬♬♬♬♬♬♬♬♬♬♬



C型题（综合分析选择题）

题干

提问

选项

    &&&&&&&&&&&&&&&&&&&&&&&&&&&&&&&&&&&&&&&&&&& 

&&&&&&&&&&&&&&&&&&&&&&&&&&&&&&&&&&&&&&&&&&&&&&&

&&&&&&&&&&&&&&&&&&&&&&&& 。

 1@@@@@@@@@@ 的是

A ♬♬♬♬♬♬♬♬♬♬♬♬♬

B ♬♬♬♬♬♬♬♬♬♬♬♬♬♬♬

C ♬♬♬♬♬♬♬♬♬♬♬♬♬♬♬

D ♬♬♬♬♬♬♬♬♬♬♬♬♬♬♬

E ♬♬♬♬♬♬♬♬♬♬♬♬♬

F  ♬♬♬♬♬♬♬♬♬♬♬♬♬

G ♬♬♬♬♬♬♬♬♬♬♬♬♬♬

 2@@@@@@@@@@ 的是

A ♬♬♬♬♬♬♬♬♬♬♬♬♬

B ♬♬♬♬♬♬♬♬♬♬♬♬♬♬♬

C ♬♬♬♬♬♬♬♬♬♬♬♬♬♬♬

D ♬♬♬♬♬♬♬♬♬♬♬♬♬♬♬

E ♬♬♬♬♬♬♬♬♬♬♬♬♬

F ♬♬♬♬♬♬♬♬♬♬♬♬♬♬♬

 3@@@@@@@@@@ 的是

A ♬♬♬♬♬♬♬♬♬♬♬♬♬

B ♬♬♬♬♬♬♬♬♬♬♬♬♬♬♬

C ♬♬♬♬♬♬♬♬♬♬♬♬♬♬♬

D ♬♬♬♬♬♬♬♬♬♬♬♬♬♬♬

E ♬♬♬♬♬♬♬♬♬♬♬♬♬

F ♬♬♬♬♬♬♬♬♬♬♬♬♬♬

 4@@@@@@@@@@ 的是

A ♬♬♬♬♬♬♬♬♬♬♬♬♬

B ♬♬♬♬♬♬♬♬♬♬♬♬♬♬♬

C ♬♬♬♬♬♬♬♬♬♬♬♬♬♬♬

D ♬♬♬♬♬♬♬♬♬♬♬♬♬♬♬

E ♬♬♬♬♬♬♬♬♬♬♬♬♬

F ♬♬♬♬♬♬♬♬♬♬♬♬♬♬♬

 5@@@@@@@@@@ 的是

A ♬♬♬♬♬♬♬♬♬♬♬♬♬

B ♬♬♬♬♬♬♬♬♬♬♬♬♬♬♬

C ♬♬♬♬♬♬♬♬♬♬♬♬♬♬♬

D ♬♬♬♬♬♬♬♬♬♬♬♬♬♬♬

E ♬♬♬♬♬♬♬♬♬♬♬♬♬

F ♬♬♬♬♬♬♬♬♬♬♬♬♬

G ♬♬♬♬♬♬♬♬♬♬♬♬♬♬

关键正确

严重错误



选择题是常用的题型

•  限制：A1型题

•  推荐：A2，A3/A4，   X，C型题

•  发展：整合性试题

•  评估的方法     评估的目标

•  所有的方面     关键的内容







3.3 考试结果分析与
反馈：基本标准

•  在考试完成后进行基于教育测

量学的考试分析。（B 3.3.1）

•  将考试分析结果及存在的问题

以适当方式反馈给学生、教师

和教学管理人员。（B 3.3.2）

分析、反馈和成效



试题分析

A B * C D E
考试结果 40 1 57 2 0

A B * C D E
考试结果 67 1 30 2 0

A B * C D E
考试结果 10 11 67 6 6

A B * C D E
考试结果 0 1 97 0 2



技能考试

•  工作场所

•  技能中心   模拟教学

•  尚未习得

•  技能保持





使用与重复使用

问诊（SP） 腹部体检 读心电图

胸腔穿刺 胸部体检 读影像资料片

腹腔穿刺、腰椎穿刺、 ……







 

心肺复苏、插导尿管



OSCE站点的衔接

站1 站2 站3

  

提示铃声
   

结束铃声 开始铃声


换站铃声

 



规模OSCE的组织实施

考站1

考站1

考站1

考站2

考站2

考站2

考站3

考站3

考站3

考站4

考站4

考站4

考站5

考站5

考站5

考站6

考站6

考站6

考站N

考站N

考站N

……

……

……

考官需要培训

 SP 需要培训



面对病人（病例）的教学和评价

病人                   
         医学生

     （住院医师）

医师

病例                  

          医学生（住院医师）

临床教师

病人                   
           医师

       （教学团队）

医学生（住院医师）

 





•  了解本次教学对象情况

•  了解“前任”教学团队

•  “适度”安排临床工作

•  针对性地设置教学重点

•  更为具体的给予和获取

实践中评价的积极意义

教师的行为

•  对课程的控制力

•  对教学的控制力



•  更符合一线工作实际（成本更低）

•  “同质性”较低

•  现场感更好

•  对实际工作影响更小或更大（处置不当）

•  对教师教学能力的依赖性大

“过程中评价”的特点



评价所强调的重点

常规考试教学理念

评价技术



考试反映了学校的情况

 1. 宗旨与结果

 2. 教育计划

 3. 考核方法

 4. 学生：学生群体的数量和程度

 5. 教师：人数和教学经验

 6. 教学资源：病种和病人的数量、教学设施等

 7. 教育评价：

 8. 科学研究：

 9. 管理与行政：

10.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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