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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文献报告会（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是医学教育中一种常见的教学形式，但其效果的评价方法仍存在争议。在传统文

献报告会的基础上创立了反馈性文献教学模式，并对其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方法　自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９名参加文

献报告会的青年医师参与了此项研究。参与者使用同行评审指南对最近发表的研究论文进行评估，向同事、上级医师以及论文

原作者寻求多方面的反馈。通过分析参与者的出版论文和匿名调查来评估教学效果。结果　在为期 ２．５年的时间里共举办了

１１３次文献报告会。参与者在过去两年共发表了 ９４篇论文。无论是作为共同作者（ｒ２＝０．７１，Ｐ＜０．０１）还是第一作者（ｒ２ ＝

０５４，Ｐ＜０．０１），参与者出勤次数与发表论文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者对文献报告会的组织形式基本满

意。结论　反馈性文献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参与者的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技巧，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交流、反馈，参与者接受度

较高，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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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报告会（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是国内外青年医师培
养及研究生教育中广泛应用的教学方法

［１］
。其始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ｓｌｅｒ于 １８７５年建立的一个共享健康资料的
学习形式，其初衷从共享最新的医疗知识扩展为鼓励

参与者将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到临床治疗工作中。

作为当下互动医学教育中的一种常见形式，文献

报告会旨在让医护人员掌握现有文献，帮助他们了解

研究设计和统计学知识，并形成批判性思维
［２］
。但

一项文献报告会是否有效？如何对文献报告会的教

学效果进行评估？目前仍缺乏金标准
［３］
。部分学者

以高年资医师／研究者的评价为标准来评估报告会的
效果，也有学者根据参与者的自我报告来衡量文献学

习效果
［１，４，５］

。

为了最大化年轻医师在文献学习中的收获，本文

在传统文献报告会的基础上创立了反馈性文献教学

模式。参与者精读相关文献并发表意见，不仅收获了

专业知识，训练批判性思维，还能得到同事和上级医

师的交流意见，更为重要的是获得文献原作者的反馈

意见。最后，通过分析参与者参加报告会的次数及其

发表的文章种类、数量和匿名调查问卷的情况来评估

反馈性文献教学的效果。

一、对象与方法

１．反馈性文献教学的组织形式：自 ２０１６年 ８月
以来，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开始施行反馈性文献报

告会。报告会每周 １次，每次提前 １周指定主讲人。
主讲人自行选择１篇近期发表的整形外科相关文献，
进行阅读和分析，并将该文献通过邮件的形式发送给

所有参与者。为了保证报告会质量，所选文献均由北

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３位教学教授（王晓军、王阳、龙
笑）把关。每次报告会深度讨论 １～２篇文献。每次
报告会至少有两名整形外科高级职称医师在场。

反馈性文献报告会的参与者包括北京协和医院

整形外科全体青年医师，包括整形外科住院医师、整

形外科博士／硕士研究生、于整形外科进行外科实习
的医学生以及于整形外科进行外科规范化培训的住

院医师。学习活动也欢迎来自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

参加。报告会负责人（俞楠泽）对每次学习进行记

录，记录内容包括参与人数、参与者姓名、主讲人、讨

论主题、文献来源期刊。每次学习均有参与者对该次

学习进行匿名评价。

学习形式共分为 ３类：（１）批判性文献阅读：主
讲人根据近期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典型问题，选择近期

发表的相关论著进行学习，并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整

理总结并制作幻灯作为交流材料。主讲人在报告会

中提出待解决的临床问题，引发思考和讨论。主讲人

汇报文献，针对文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结果分

析、文章结论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在场的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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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组织并领导讨论，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总

结。课后主讲人根据反馈性文献教学的讨论结果，撰

写１篇观点和评论，向杂志投稿。（２）整形外科经典
教材学习：主讲人在规定的几部整形外科经典著作

中，自行选择某一章节进行深度学习。查阅最新文献

作为相关研究进展的补充，分析总结后制作幻灯。主

讲人在报告会上讲解该章节相关内容，引导参与者学

习。在场高级职称医师组织提问和讨论，针对文献内

容进行理论补充和临床经验分享。（３）同行专家经
验介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年资医师的经验是低

年资医师成长路上不可多得的财富。根据医学界最

近热点，邀请北京协和医院内外相关领域的教授和医

师作为讲者，前来介绍经验。受邀讲者以其１篇已发
表的 ＳＣＩ文章为基础，从课题设计、研究方法、数据总
结、文章撰写到投稿经验，全面展示其工作过程和思

路。最后，通过问答环节将听众收获最大化。从真实

的科研案例中获得创新思路、共享成功经验。

２．反馈性文献教学的评价：在本回顾性研究中，
详细记录了所有参与文献报告会的整形外科青年医

师发表的文章，其中包括了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文

章和以共同作者身份发表的文章。本研究将出版文

章分为 ３大类：中文核心期刊文章，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ｄ，ＳＣＩ）论著和 ＳＣＩ短篇，并
仅纳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 ＰｕｂＭｅｄ数
据库中收录的文章。对参与者出勤次数及其出版文

章数量进行统计，并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

除以上客观评价外，在 ２０１９年 １月以匿名问卷
的形式让参与者对反馈性文献教学的效果进行匿名

评价。调查问卷包括 ２５个问题，涉及参与者的基本
信息和对此反馈性教学的评价。调查问卷采用 Ｌｉｋ
ｅｒｔ５分量表法进行评分（表１）。

３．统计学方法：使用 Ｅｘｃｅｌ１４．０和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６．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
据均以均数 ±标准差（ｘ±ｓ）形式表示。通过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比较不同组别发
表文章的差异。使用线性回归评估参与次数和发表

文章数量之间的关系，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二、结　　果
在长达 ３０个月的反馈性文献学习方案实行期

间，共举行了 １１３次文献报告会，平均每次的参与人
数为１８．１±６．４人。２９名整形外科青年医师纳入研
究。报告会涉及内容包括修复重建、创面治疗、美容

手术、淋巴水肿、解剖学研究、颅颌面及整形外科实验

研究等。

２９名参与者在过去两年共发表论文 ９４篇（２０１７
年３８篇，２０１８年 ５６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２２
篇（２０１７年 １０篇，２０１８年 １２篇），ＳＣＩ短篇 ３４篇
（２０１７年 １８篇，２０１８年 １６篇）和 ＳＣＩ论著 ３３篇
（２０１７年１０篇，２０１８年 ２３篇）。其中参与者为第一
作者的文章 ６７篇（２０１７年 ２９篇，２０１８年 ３８篇），包
括９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章（２０１７年 ２篇，２０１８年 ７
篇），ＳＣＩ短篇 ３１篇（２０１７年 １７篇，２０１８年 １４篇），
ＳＣＩ论著２７篇（２０１７年 １０篇，２０１８年 １７篇）。作为
第一作者或作为共同作者的发表文章均明显增加

（图１）。

图 １　参加反馈性教学文献报告会的青年医师
Ａ．共同作者；Ｂ．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数量

　

　　参与者的出勤次数与发表文章数量呈正相关
（ｒ２＝０．７１，Ｐ＜０．０１，图 ２Ａ）。此外，有 １３名参与者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统计结果显示这些参与者

的出勤次数与其发表第一作者文章数量亦存在显著

相关性（ｒ２＝０．５４，Ｐ＜０．０１，图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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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参与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其参加反馈性教学文献报告会的次数关系
Ａ．同作者；Ｂ．第一作者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２９名参与者中有 １６名男性
（５５．２％）和 １３名女性（４４．８％）。以在北京协和医
院攻读学位的博士研究生（１４人，４８．３％）和硕士研
究生（１０人，占 ３４．５％）为主，其余 ５人（１７．２％）为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住院医师。年龄在 ２５～３０岁
的参与者最多（２３人，７９．３％），其次为 ＜２５岁（４人，
１３．８％）和３０～３５岁（２人，６９％）。在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得

分中，满意度得分最高的项目包括“学习组织的形

式”、“一作教你写 ＳＣＩ”讲课形式、“同行评价论文审
稿清单”、“医学论文写作技巧”和“批判性阅读和思

维的技巧”。得分较低的几个项目为“形成了较规律

的阅读习惯”、“对英语水平的提高有帮助”以及“生

物统计学知识”，详见表１。

表 １　反馈性文献教学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 非常不好 不好 一般 好 非常好 问卷得分（分）

１．讨论文章与临床工作非常贴切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１５±０．７０
２．讨论文章的话题多样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２６±０．７１
３．主讲人的演讲和沟通技巧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２６±０．６７
４．反馈性教学文献报告会的学习组织形式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４４±０．６１
５．学习材料接收的方便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３２±０．６８
６．“一作教你写 ＳＣＩ”讲课形式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４１±０．６６
７．“审稿清单”对分析论文很有帮助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３８±０．７０
８．文献报告会有助于形成较规律的阅读习惯 １ ２ ３ ４ ５ ３．６８±０．８１
９．文献报告会对英语水平的提高有帮助 １ ２ ３ ４ ５ ３．７１±０．７２
１０．文献报告会可以帮助解学科发展的前沿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２６±０．６２
１１．文献报告会加深了对循证医学的理解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００±０．７０
１２．文献报告会对临床实践有指导性意义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０３±０．６３
１３．文献报告会有助于掌握批判性阅读和思考的技巧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３５±０．６５
１４．文献报告会有助于提高基础／临床科研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００±０．６５
１５．文献报告会有助于学习生物统计学知识 １ ２ ３ ４ ５ ３．９４±０．７４
１６．文献报告会有助于医学论文撰写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３５±０．６０
１７．文献报告会锻炼了演讲和交流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００±０．６０
１８．我对文献报告会的整体评价 １ ２ ３ ４ ５ ４．２６±０．６２

　　三、讨　　论
文献报告会提供了一个同行之间讨论最新学科

进展的平台，从而促进临床医疗进步以及研究工作的

深入
［６］
。其在我国的临床教学中一直未受到足够重

视，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便陷入“参与者互动

性不强”和“主讲人获益甚微”的弊病。笔者科室在 ３
年前开始了每周１期的文献报告会，并将其作为整形

外科的传统教学活动坚持下去。笔者科室最初采用

的报告形式虽然有“表达观点”和“分享经验”等传统

文献报告会的基本内容，但“以教授意见为标准去解

释所遇到的问题”始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发挥

更大的价值。组织文献报告会的两个最常见的障碍

是主讲人分享的经验有限和组织时间的缺乏
［７，８］
。

同事和上级医师是第一反馈来源。由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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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是青年外科医师或医学生，其理论知识和临床

经验不足，对文献的解读和思考不一定全面和深入。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同事的建议和上级医师的指导就

显得至关重要。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上级医师可以

回答参与者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对于无法在文献报

告会中解决的问题，笔者将通过与杂志社进行沟通，

甚至与原作者进行面对面讨论，以获取所关注问题的

合理解释，此为第二反馈来源。在整个反馈性教学过

程中，共３４篇被录取的 ＳＣＩ短篇，其中 ２６篇涉及向
原作者进行咨询，有 ２１封（８０．８％）被原作者回复，
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２１世纪高等教育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医学教育学在《全球医学教

育最基本要求》中规定了在任何国家培养的医生都

应达到在医学知识、技能、职业态度、行为和价值观等

方面的最基本要求，其中第 ７项标准即是“批判性思
维”，主要包括能够进行科学思维、敢于质疑、有旺盛

的求知欲、能够科学地评判资料和信息等
［９，１０］

。Ｅｄ
ｗａｒｄｓ等［１１］

和 Ｇｒｅｅｎ等［１２］
最初以编辑通讯的方式教

授批判性的评估技巧和写作技巧。他们的研究不仅

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教学方式也被学

生们一致认为是愉快且有效的。本研究中大多数参

与者对这一新颖的教学形式感到满意，参与者发表的

大量短篇通讯文章也证明了文献报告会的学术交流

效果。此外，笔者认为反馈性文献教学会对参与者的

科学思维和研究实践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由于大多

数参与者此前并没有发表论文的经验，因此建议他们

从“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始，在文献报告会前初步撰

写通讯内容。在上级医师和同事的帮助下，梳理思

路，改善通讯内容，选择模范的、有意义的通讯内容向

杂志社投稿。在积累了一定的通讯撰写及投稿经验

后，参与者将被鼓励开始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可以是

系统回顾、Ｍｅｔａ分析、实验研究和临床试验中的任何
一种形式。通过两年半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出版经验的

积累，文献报告会参与人员的文章发表总数为９４篇。
举办文献报告会的时间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障

碍
［１３］
。作为临床医师缺乏固定的共同学习时间是参

与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自由的意见表达、与同

时和上级医师的有效沟通、与原作者的近距离接触，

以及同事之间的良性竞争，均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青

年医师定期参加文献报告会。令人欣喜的是，虽然没

有强制要求，参与文献报告会１年以上的青年医师均
有了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其发表文章的数量与

参会次数呈正比。因此，论文发表数量可能作为评估

文献报告会较为可靠和客观的衡量标准。

调查问卷表中有１８项使用了 Ｌｉｋｅｒｔ五分量表法
进行评分。令人惊讶的是，“学习组织的形式”获得

了最高分，反映出这种反馈性教学的文献报告会形式

受到了广泛欢迎。参与者不仅在整个过程中学习批

判性思维和医学写作技巧，来自多个方面的反馈亦可

以帮助他们进一步加深理解、拓展思路。“一作教你

写 ＳＣＩ”的讲课形式也很受欢迎，参加者可以通过面
对面的讨论直接与第一作者进行交流，并从中获取经

验。

从调查得分较低的几个项目中，笔者也发现了此

教学项目的一些不足。虽然文献报告会以每周 １次
的形式进行，但并没有强制要求参加。因此，部分参

与者表示“并没有形成规律的阅读习惯”。同时，参

与者对“统计能力和英语能力的提高”并不满意。在

Ｍｏｈａｒａｒｉ等［１４］
的研究中，也报告了传授统计分析能

力的困难。此项目中所有参与者均为整形外科医生

或外科医生，他们更注重讨论专科内容，而忽略了统

计学知识的学习。今后可引入多学科交流学习的形

式，邀请生物统计学家和专业的英文医学编辑参与，

进行互动式讨论，相信会受益匪浅。

综上所述，在反馈性文献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参

与者不仅能获得最新文献、批判性思维、循证医学等

知识，还能通过多种途径收获同事、上级医师，乃至原

作者的反馈性意见和回复。笔者观察到参与者发表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匿名调查问卷

证实，反馈性文献教学的形式受到参与者的一致好

评，可以作为提高参与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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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ＫｉｍＪＪ，ＣｈｏｉＹＭ，ＣｈａｅＳＪ，ｅｔ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ＲｅｐｒｏｄＭｅｄ，２０１４，４１

（２）：８０－８５

１７　ＨｅＣ，ＬｉｎＺ，ＲｏｂｂＳＷ，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

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Ｎｕｔｒｉ

ｅｎｔｓ，２０１５，７（６）：４５５５－４５７７

１８　ＲａｈｓｅｐａｒＭ，ＭａｈｊｏｕｂＳ，ＥｓｍａｅｌｚａｄｅｈＳ，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ＩｎｔＪ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ｍｅｄ（Ｙａｚｄ），２０１７，

１５（６）：３４５－３５０

１９　ＭｏｉｎｉＡ，ＳｈｉｒｚａｄＮ，Ａｈｍａｄｚａｄｅｈ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２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ｗｏｍｅｎ［Ｊ］．ＩｎｔＪ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５，９（１）：１－８

２０　ＲｏｓｓＡＣ，ＭａｎｓｏｎＪＥ，ＡｂｒａｍｓＳ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２０１１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ｄｉｅｔ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ａｋｅｓｆｏｒ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ｗｈａｔ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ｎｅｅｄｔｏｋｎｏｗ［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

２０１１，９６（１）：５３－５８

２１　ＪｏｈａｍＡＥ，ＴｅｅｄｅＨＪ，ＣａｓｓａｒＳ，ｅｔａｌ．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ｉｎ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ＭｏｌＮｕｔｒ

ＦｏｏｄＲｅｓ，２０１６，６０（１）：１１０－１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０９）

（接第 １８１页）
７　ＡｈｍａｄｉＮ，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ＭＥ，ＭａｃｌｅａｎＡ，ｅｔ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ｏｒｍａｔ？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ＪＳｕｒｇＥｄｕｃ，２０１２，６９（１）：

９１－１００

８　ＲｏｔｈＫ，ＳｉｅｍｅｎｓＤＲ．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Ｊ］．ＣａｎＵｒｏｌＡｓｓｏｃＪ，２０１０，４（２）：１１４－

１２０

９　ＯｌｉｐｈａｎｔＲ，ＢｌａｃｋｈａｌｌＶ，ＭｏｕｇＳ，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ａｖｉｒｔｕ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Ｊ］．ＣｌｉｎＴｅａｃｈ，２０１５，１２（６）：３８９－３９３

１０　ＫｏｖａｃｅｖｉｃＭＰ，ＢａｒｏｌｅｔｔｉＳ，ＧａｌａｌＳＭ，ｅ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

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ｈｅｌｐ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ｇｅｔｔｈｅＪＩＳＴ［Ｊ］．ＣｕｒｒＰｈａｒｍＴｅａｃｈ

Ｌｅａｒｎ，２０１８，１０（３）：３６７－３７２

１１　ＥｄｗａｒｄｓＲ，ＷｈｉｔｅＭ，ＧｒａｙＪ，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ｏｔｅａｃ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Ｊ］．ＭｅｄＥｄｕｃ，２００１，３５（７）：６９１－６９４

１２　ＧｒｅｅｎＢ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Ｄ．Ｕｓｅｏｆ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ａｎ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

ｅｄｉｔｏｒｓｔｏｔｅａｃ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Ｊ］．ＪＡｌｌｉ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

３６（１）：４７－５１

１３　ＣｈｅｔｌｅｎＡＬ，ＤｅｌｌＣＭ，ＳｏｌｂｅｒｇＡＯ，ｅｔａｌ．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Ｊ］．Ａｃａｄ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７，２４（３）：２７３－２８５

１４　ＭｏｈａｒａｒｉＲＳ，ＲａｈｉｍｉＥ，ＮａｊａｆｉＡ，ｅｔ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ｌｕｂ［Ｊ］．ＱＪＭ，２００９，１０２（２）：

１３９－１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６）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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