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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Mini-CEX 在中医儿科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孙仕兵　于科　单笑天　周正礼

青岛市即墨区中医医院　山东青岛　266200

摘　要：目的：中医儿科临床实践教学带教中应用 TCM-Mini-CEX 教学法作用效果研究。方法：本次中医儿科的实践教

学研究方面，选择时间段为 2023 年 6 月到 2024 年 6 月，选择实习生为中医儿科需要实践教学实习生 92 人，分为各 46 人

常规教学组（采用中医儿科常规实践教学）演练评估组（在中医儿科应用 TCM-Mini-CEX 教学法），对比两组中医儿科

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教学满意程度。结果：演练评估组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42 人，良好率为 91.30%，相比较于常规

教学组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37 人，良好率为 76.09%。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数据差异性明显，P<0.05。演练

评估组满意良好人数为 40 人，满意程度良好率为 86.96%，相比较于常规教学组，满意程度良好人数 33 人，满意程度良好

率为 71.74%，演练评估组与常规教学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差异性明显，P<0.05。结论：中医儿科实习生所接触

的患儿多数可能会有紧急情况，治疗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尽快应对患者疾病，明显可发现 TCM-Mini-CEX 教学法是提高

学生应聘能力的重要方法，有效培养中医儿科职业素养，在实践教学综合效果和技能操作考核评分方面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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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儿科是特殊科室，主要是其所救治的对象相对更

为特殊，因此在教学时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不应该完全参考

传统教学，而是要根据时代变迁和中医儿科职业的实际适用

性进行变革，尽可能为患儿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 [1]。另一方

面，迷你临床演练评估（TCM-Mini-CEX）也是培养学生中

医儿科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可以使实习生主动参与案例分

析，并深入认识案例实践，能显著提高个人的实践能力，也

是如胡倩倩等 [2] 认为的在当前中医儿科实习生应有教学质

量提升类似措施，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通过这种同时具备教

学和考核双重功能的临床教学及评估工具，夯实学生的中医

儿科基础理论知识内容，加强辩证思维、沟通能力和人文关

怀等诸多方面。

我国中医儿科也在随时的快速发展，尤其重视在基础教

学方面的强化，因此包括微课 . 信息化平台等教学手段，以

及导入式教学法联合模拟操作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中医儿科

教学管理方案等，都是在深刻认识到中医儿科教学所存在问

题而出现的 [3-4]。传统中医师的培育多数都是十数年，让学

生在理论基础丰厚、临床素养培养完全后，进行接诊，但现

阶段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迫切，因为儿科医生在快速上岗后，

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因

此引入 TCM-Mini-CEX 教学法有重要的意义，其最终目的

还是帮助实习生快速培养临床素养，将所学内容与中医儿科

临床相挂钩。同样目前在诸多教学方法中，中医儿科实习

带教应该更为快捷对学生进行职业素养的培养，相对来说，

TCM-Mini-CEX 能培养学生对中医儿科课本知识的应用和自

主应对各类风险和危机情况的意识。基于此，本次中医儿科

的实践教学研究方面，选择时间段为 2022 年 6 月到 2023 年

6 月，选择实习生为中医儿科需要实践教学实习生 92 人，

将本次带教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中医儿科的实践教学研究方面，选择时间段为

2023 年 6 月到 2024 年 6 月，选择实习生为中医儿科需要实

践教学实习生 92 人，分为各 46 人常规教学组（采用中医

儿科常规实践教学）演练评估组（在中医儿科应用 TCM-

Mini-CEX 教学法），本次常规教学组选择女性实习生 31 人，

男性实习生 15 人，年龄在 20~25 岁，平均年龄为（22.32±1.13）

岁；演练评估组女性实习生 32 人，男性实习生 14 人，年龄

在 19~26 岁，平均年龄为（23.21±1.22）岁。两组中医儿科

实习生基础信息进行差异度分析，P>0.05，因此两组中医儿

科实习生常规教学组和演练评估组具有可比性。本次中医儿

科实践教学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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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常规教学组以中医儿科的常规带教方法为主，包括内

容为“知识点讲解 + 中医儿科临床指导 + 中医儿科实践 +

中医儿科技巧问题 + 中医儿科实践考核 + 中医儿科患者特

殊情况讲解”，采用传统的常规带教方法，帮助学生进行中

医儿科认识。

演练评估组则以下两点作为 TCM-Mini-CEX 教学法教

学的重点：

①成立 TCM-Mini-CEX 带教小组

以经验丰富的中医儿科授课教师为组长，与其他几名

中医儿科教授合作成立 TCM-Mini-CEX 带教小组并展开带

教，行以下步骤：

根据个人中医儿科经验，选择能够适合带教生学习的

典型案例进行演练，该案例是中医儿科实习生能够认识研究

的且具有启发性。

进行文献寻找，提前针对可能出现的中医儿科实习生带

教过程问题，给出更加权威的答案，并提前制作，相关重点

点评等内容，又或者配合当时进行中医儿科时的视频资源，

做好整理工作，作为演练之后考核的主要内容。

针对儿科案例提前给出循证中医儿科的问题实施和讨

论，并注意总结疾病发生原因、病情情况、预防并发症，用

药中医儿科等过程，提前做好中医儿科循证实践教学计划。

准备好案例教学结合中医儿科教学相关演练及考核内

容，进行迷你临床演练后在适当阶段进行中医儿科带教实习

生考核，尽量在 30min 结束 TCM-Mini-CEX 测评并评分。

②结合互联网平台提高学生专业水平

需要注意本次中医儿科带教可以将部分 TCM-Mini-CEX

放置在互联网教学平台上，并非完全采取实际的传统教学模

式，可以将部分已经制作完全的案例在平台上进行演练，要

求中医儿科学生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促进学生自学能力加

强并自主进行教科书翻阅和文献查找，同样也可以在平台演

练后填写答案，结束考核。

其中可大量应用与案例教学相关的翻转课堂，案例教

学大多数会使带教学生更有兴趣参与，因此通过翻转课堂，

能够进一步提高 TCM-Mini-CEX 中医儿科教学趣味性，增

强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

③定期进行演练评估组学生进度讨论会

根据不同的教师带教学生的学习进度，每一个月可以

展开一次小会，分析和总结本次中医儿科实习生的 TCM-

Mini-CEX 表现，寻找共同出现的问题，以及在之后 TCM-

Mini-CEX 教学计划中需要调整的内容，并着重根据实习生

理论水平和操作水平等进行评分。

最后还要注意一段时间后通过问卷调查带教实习生对

于本次中医儿科带教的满意程度，也要根据满意程度和相关

意见进行实 TCM-Mini-CEX 践教学与案例教学计划的调整，

不能只注重教学效果和考核结果，也要尊重实习生的个人意

见和在带教过程中的相关要求，并尽可能地给予满足，这点

也是 TCM-Mini-CEX 的优势所在，不断地进行迷你演练考

核反馈和改进，以促进教师和学生双方交流和发展。

1.3 实践教学后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

观察

实习生考核评分≥ 80 分，学生对于中医儿科有自主学

习意识，积极探索演练案例内容，实践教学综合效果优。

80 分 < 实习生考核评分≥ 60 分，学生相对来说能够满

足中医儿科实习要求，在演练过程中基础操作较好，实践教

学综合效果较好。

实习生考核评分 <60 分，学生不适应本次教学模式，

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实践教学综合效果差。

（本次研究实践教学综合效果良好人数 = 实践教学综

合效果优 + 实践教学综合效果较好）

1.4 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

本次研究中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满分为 15 分，

15 分为完全满意，14~10 分为基本满意，9 ∽ 5 分为满意程

度较低，5 分以下为不满意。统计基本满意与完全满意为满

意程度良好， 统计满意程度良好率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中医儿科实习生研究以 SPSS22.0 系统为主，通

过 X2、p 和 t 相关的数据差异进行检验，在本次中医儿科疾

病实践教学过程中，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综合效果数据中，

出现 P<0.05，则说明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数据差异性较大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践教学后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

观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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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实践教学后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观察对比

组 别 数 量
（人）

综合效
果优

综合效
果较好

综合效
果差 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演练评估组 46 24 18 4 42（91.30%）

常规教学组 46 19 16 11 35（76.09%）
X2 - - - - 3.903

P - - - - 0.048

上表来看，演练评估组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42 人，良好

率为 91.30%，相比较于常规教学组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37 人，

良好率为 76.09%。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

数据差异性明显，P<0.05。

2.2 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对比 

表 2：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对比

组 别 数 量
（人）

完全满
意

基本满
意

满意程
度低 不满意 满意程度良好

演练评估组 46 27 13 6 0 40（86.96%）

常规教学组 46 22 11 6 13 33（71.74%）

X2 - - - - - 7.090

P - - - - - 0.008

上表来看，演练评估组满意良好人数为 40 人，满意程

度良好率为 86.96%，相比较于常规教学组，满意程度良好

人数 33 人，满意程度良好率为 71.74%，演练评估组与常规

教学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差异性明显，P<0.05。

3. 讨论 

中医儿科临床特殊情况较多，俗称为“哑科”，患儿

由于年龄和发育问题很难表述自身问题，因此进行中医儿科

实习带教时，更应该从整体入手加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目前中医儿科临床所采用的带教方法各有不同，但多数都是

混合教学模式，开始更注重实践教学 [5]。中医儿科教学最终

目的都是希望通过规范化培训，培养中医儿科实习生临床职

业素养，包括常见的通过先进管理模式进行线上线下新型教

学法规范化培训等 [6]，也明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更

偏向于理论层面，在实践上弱化。相对于传统教学中给出知

识点后让实习生自主进行学习，在需要儿科实习生帮忙时给

予指导，现阶段更重视通过实践加强学生的综合素养，尤其

更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也是进一步使理论化人才转化

为中医儿科实践人才的重要步骤 [7-8]。

大多数临床中医儿科实习生都会有胆怯心理，实际上

在中医儿科理论教学中并没有过难的要点，更多是以记忆为

主，但临床实习必然会有实习生产生对自身中医儿科知识技

能的不信任，因此在实际接触职业之前就应该多次进行案例

实践和演练，帮助学生构建心理认知，使学生在实际的实践

中医儿科从业过程中能不慌乱而良好应用所学知识。因此

本次所采取的 TCM-Mini-CEX 方法也是参考李丽丽 [9] 等所

采取的混合式教学相关研究，更符合现阶段中医儿科室中

医儿科带教需求，其中多频次的迷你临床演练教学法相对

更注重让学生在案例中进行自我的判断和认识，在实践中

医儿科教学之前，能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自我能力认知，

这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完全与临床相挂钩的带教方法，

然后在演练过程中进行考核，尽可能避免偶然性和主观性，

尤其缩短考核时长，使学生快速应变。就本次展开的实际

教学来看，演练评估组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42 人，良好率为

91.30%，相比较于常规教学组综合效果良好以上 37 人，良

好率为 76.09%。两组中医儿科实习生实践教学综合效果数

据差异性明显，P<0.05。演练评估组满意良好人数为 40 人，

满意程度良好率为 86.96%，相比较于常规教学组，满意程

度良好人数 33 人，满意程度良好率为 71.74%，演练评估组

与常规教学组中医儿科实习生教学满意评分差异性明显，

P<0.05。可见，中医儿科实习生所接触的患儿多数可能会有

紧急情况，治疗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尽快应对患者疾病，明

显可发现 TCM-Mini-CEX 教学法是提高学生应聘能力的重

要方法，有效培养中医儿科职业素养，在实践教学综合效果

和技能操作考核评分方面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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