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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教学中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自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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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临床流行病学》教学对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情况,并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横断面

研究设计,以某医学院 2020 级全体研究生为对象,在《临床流行病学》第 1 次授课前和最后 1 次授课后进行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

人口学特征、授课前对本门课程的认知和科研能力需求,以及授课后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等。 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价临

床科研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 结果 　 医学生希望提高的科研能力依次为科研设计 (95. 2% )、统计分析 (95. 4% )、结果解释

(86. 0% )、论文写作(86. 2% )。 该课讲授完后调查发现,医学生对于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多个指标,均显示帮助非常大。 其中,
硕士研究生在开拓科研视野这一指标评价帮助非常大的比例为 62. 3% ;博士研究生多个指标评价帮助非常大,分别为开拓科研

视野(69. 1% )、改善思维方式(65. 4% )、提高科研设计能力(66. 3% )、结果解释能力(61. 7% )。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既往无工作经验(OR = 1. 713,95% CI:1. 209 ~ 2. 428),课前自学 ( OR = 2. 048,95% CI:1. 151 ~ 3. 645),课前有意愿提高

(OR = 3. 162,95% CI:1. 194 ~ 8. 375)是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 结论 　 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应注重启发和培养

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领悟该学科对临床科研能力及实践的重要性;面对不同层次、类别学生采取差异化教学,以期针对

性补齐短板,提升其临床科研能力。
关键词 　 临床流行病 　 医学研究生 　 科研能力自评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R181. 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969 / j. issn. 1673-548X. 2023. 01. 041

　 　 《临床流行病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课程,其教

学目标是通过讲授常见临床科研设计的原理、指标等

基本知识,传授阅读和评价文献的基本技能,培养学

生的临床科研和创新思维,为开展临床科研工作提供

方法学支撑 [1 ~ 6] 。 目前大部分医学院已经开展《临床

流行病学》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临床流行

病学》课程开始于 1999 年,是国内较早开始讲授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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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院校之一。 本研究通过调查,了解某医学院校

2020 级全体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临床流行病学》授课

前后临床科研能力改变情况,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为针对性指导教学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一、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某医学院校 2020 级全体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共计 708 人。
2. 调查方法与内容:2020 年 9 月入学后,对全体

研究生进行两次问卷调查,分别是授课前后,授课前

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性别、年龄、类别等)、
对临床流行病学的认知及兴趣(是否听说过、对课程

的兴趣、重视程度、课前希望提高的临床科研能力

等),授课后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及临床科研

能力提升自评。 表 1、表 2 数据利用的是授课前调查

数据;表 3、图 1 利用的是授课后调查数据。 两次调

查前均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及意义。 第 1、2 次

分别收集问卷 684 份和 706 份,经比对剔除不合格问

卷后,保留有效问卷 652 份,有效率分别为 95. 3% 和

92. 4% 。 其中硕士研究生 409 份,博士研究生 243 份。
3. 相关指标及定义:临床科研能力包括 6 项指

标:科研视野、思维方式、科研设计、统计分析、结果解

释和论文写作。 询问每位学员授课后上述指标提升

情况,选项为帮助非常大、比较有帮助、一般、帮助

不大和没有帮助。 由于数据结果中选择 “一般帮

助,帮助不大的、没有帮助” 的人数较少,本研究将

临床科研能力提升指标评价归为两类:帮助非常大

(选择帮助非常大)和帮助一般或较小(选择其他选

项,包括比较有帮助、一般、帮助不大、没有帮助) 。
同时将全部 6 项指标均选择 “帮助非常大” 定义为

对临床科研创性能力提升帮助非常大,5 项及以下

帮助非常大定义为整体临床科研创性能力提升帮

助一般或较小。
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4. 0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M(Q1,Q3)]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 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双向逐步法来分析医学生科研

能力提升情况的影响因素。 各项检验均采用双侧检

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1. 一般情况:本调查医学研究生年龄中位数为

27(24,31)岁,其中男性 346 人(53. 1% ),硕士研究

生 409 人(62. 7% ),统招研究生 416 人(70. 7% ),主
要专业为临床专业(85. 4% )。 工作年限中位数为 2
(0,6)年。 初级和中级职称各占 32. 7% 、19. 9% 。 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年龄、性别、职称分布和工作年限

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表 1)。

表 1　 医学研究生的一般情况[n(% ),M(Q1,Q3)]

项目 硕士研究生( n = 409) 博士研究生( n = 243) 合计( n = 652) z / χ2 P
年龄(岁) 25(23,28) 31(28,34) 27(24,31) 14. 233 < 0. 001
性别

　 男性 186(45. 5) 160(65. 8) 346(53. 1) 25. 388 < 0. 001
　 女性 223(54. 5) 83(34. 2) 306(46. 9)

类别

　 统招 326(79. 7) 135(55. 6) 461(70. 7) 42. 925 < 0. 001
　 在职 83(20. 3) 108(44. 4) 191(29. 3)
专业

　 临床医学 346(84. 6) 211(86. 8) 557(85. 4) 0. 915 0. 633

　 其他医学 54(13. 2) 26(10. 7) 80(12. 3)
　 非医学 9(2. 2) 6(2. 5) 15(2. 3)
职称

　 无 237(57. 9) 56(23. 0) 293(44. 9) 141. 085 < 0. 001
　 初级 138(33. 7) 75(30. 9) 213(32. 7)

　 中级 33(8. 1) 97(33. 9) 130(19. 9)
　 高级 1(0. 2) 15(6. 2) 16(2. 5)
工作年限(年)
　 0 238(58. 2) 57(23. 5) 295(45. 2) 117. 360 < 0. 001
　 1 ~ 7 134(32. 7) 110(45. 2) 244(37. 4)
　 > 7 37(9. 1) 76(31. 3) 113(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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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前认知、兴趣及对科研能力的需求:研究生

听过该课程比例高达 85% 。 硕士、博士研究生分别

有 85. 1% (348 / 652)和 96. 3% (234 / 652),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 在职研究生 94. 2% (180 / 191)
听过该课程比例大于统招研究生 87. 2% (402 / 46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两者既往学习过相关

课程比例上差异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通过各种方

式学习过《临床流行病学》相关课程的有 91. 6% ,主
要通过本科、硕士、讲座方式的比例分别是 80. 1% 、
33. 3% 、16. 4% 。 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硕士期间学

习过该课程的比例差异大(6. 6% vs 87. 2%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 05)。
课程兴趣和重视方面,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普遍对

该课感兴趣并非常认同其重要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而统招与在职研究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希望通过学习提高科研能力方面,全体研究生

希望提高科研设计、统计分析、结果解释、论文写作能

力的比例分别为 95. 2% 、95. 4% 、86. 0% 和 86. 2% 。
硕士研究生(89. 5% , 366 / 409)在论文写作上比例高

于博士研究生(80. 7% ,196 / 24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在统计分析能力、结果解释能力

方面,统招研究生分别是 96. 7% (446 / 461)、88. 9%
(410 / 461),在职研究生分别是 92. 1% (176 / 191)、
79. 1% (151 / 191),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硕士研究生在统计分析、结果解释方面比例高

于博士研究生,在科研设计能力方面,比例低于博士研

究生;统招研究生在科研设计和论文写作方面比例高

于在职研究生,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2)。

表 2　 2020 级不同层次、类别医学研究生各调查因素分布情况[n(% )]

项目

层次 类别

硕士研究生

( n = 409)
博士研究生

( n = 243) χ2 / F P
统招研究生

( n = 461)
在职研究生

( n = 191) χ2 / F P
合计

( n = 652)

听说过《临床流行病学》 348(85. 1) 234(96. 3) 19. 990 < 0. 001 402(87. 2) 180(94. 2) 6. 982 0. 008 582(89. 3)
学习过《临床流行病学》 369(90. 2) 228(93. 8) 2. 571 0. 109 420(91. 1) 177(92. 7) 0. 428 0. 513 597(91. 6)
　 本科 364(89. 0) 158(65. 0) 54. 897 < 0. 001 397(82. 2) 143(74. 9) 4. 562 0. 040 522(80. 1)
　 硕士 27(6. 6) 190(78. 2) 351. 809 < 0. 001 117(25. 4) 100(52. 4) 44. 259 < 0. 001 217(33. 3)

　 讲座 57(13. 9) 50(20. 6) 4. 899 0. 027 59(12. 8) 48(25. 1) 14. 973 < 0. 001 107(16. 4)
　 会议 34(8. 3) 29(11. 9) 2. 290 0. 130 28(6. 1) 35(18. 3) 23. 220 < 0. 001 63(9. 7)
　 专科培训 10(2. 4) 8(3. 3) 0. 408 0. 523 5(1. 1) 13(6. 8) 16. 469 < 0. 001 18(2. 8)
　 自学 37(9. 0) 26(10. 7) 0. 477 0. 490 44(9. 5) 19(9. 9) 0. 025 0. 874 63(9. 7)
对《临床流行病学》的兴趣 26. 363 < 0. 001∗ 5. 659 0. 226∗

　 非常感兴趣 130(31. 8) 122(50. 2) 166(36. 0) 86(45. 0) 252(38. 7)
　 比较感兴趣 204(49. 9) 100(41. 2) 226(49. 0) 78(40. 8) 304(46. 6)
　 一般 68(16. 6) 21(8. 6) 3(13. 7) 26(13. 6) 89(13. 7)
　 不太感兴趣 6(1. 5) 0(0) 5(1. 1) 1(0. 5) 6(0. 9)
　 完全没兴趣 1(0. 2) 0(0) 1(0. 2) 0(0) 1(0. 2)

认为该课程重要 11. 236 0. 004∗ 2. 711 0. 258∗

　 非常重要 280(68. 5) 195(80. 2) 343(74. 4) 132(69. 1) 475(72. 9)
　 比较重要 116(28. 4) 45(18. 5) 109(23. 6) 52(27. 2) 161(24. 7)
　 一般 13 (3. 2) 3(1. 2) 9(2. 0) 7(3. 7) 16(2. 5)
希望提高的科研能力

　 科研设计能力 389(95. 1) 232(95. 5) 0. 044 0. 833 442(95. 9) 179(93. 7) 1. 393 0. 238 621(95. 2)

　 统计分析能力 395(96. 6) 227(93. 4) 3. 471 0. 062 446(96. 7) 176(92. 1) 6. 509 0. 011 622(95. 4)
　 结果解释能力 359(87. 8) 202(83. 1) 2. 742 0. 098 410(88. 9) 151(79. 1) 10. 976 0. 001 561(86. 0)
　 论文写作能力 366(89. 5) 196 (80. 7) 9. 985 0. 002 403(87. 4) 159(83. 2) 1. 976 0. 171 562 (86. 2)

　 　 ∗ 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差异比较计算的 P 值

　 　 3. 通过《临床流行病学》学习后医学生科研能力

提升自评:硕士、博士超半数认为《临床流行病学》授

课后对于科研视野、思维方式、科研设计能力等方面

都帮助非常大,其中开拓科研视野指标提升的比例最

高(64. 9% )。 在课程非常有助于提升临床科研能力

的各方面评价上,硕士研究生均低于博士研究生

(P < 0. 05),同时在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中,各群体的

在职研究生在各方面科研能力提升中评价帮助非常

大的比例均高于统招研究生,详见表 3、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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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医学研究生对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评价[n(% )]

科研能力

硕士研究生(n =409) 统招研究生(n =326)
在职研究生

(n =83)

博士研究生

(n =243)
合计 χ2 P

在职研究生

(n =135)

博士研究生

(n =108)
合计 χ2 P

总计

(n =652)
χ2 P

开拓科研视野 1. 776 0. 183 4. 200 0. 040 7. 394 0. 007
　 帮助非常大 198(60. 7) 57(68. 7) 255(62. 3) 86(63. 7) 82(75. 9) 168(69. 1) 423(64. 9)
　 帮助一般或较小 128(39. 3) 26(31. 9) 154(37. 7) 49(36. 3) 26(24. 1) 75(30. 9) 229(35. 1)
改善思维方式 6. 608 0. 010 1. 384 0. 239 9. 134 0. 003
　 帮助非常大 181(55. 5) 59(71. 1) 240(58. 7) 84(62. 2) 75(69. 4) 159(65. 4) 399(61. 2)
　 帮助一般或较小 145(44. 5) 24(28. 9) 169(41. 3) 51(37. 8) 33(30. 6) 84(34. 6) 253(38. 8)
科研设计能力 10. 869 0. 001 2. 210 0. 137 16. 110 <0. 001
　 帮助非常大 166(50. 9) 59(71. 1) 225(55. 0) 84(62. 2) 77(71. 3) 161(66. 3) 386(59. 2)
　 帮助一般或较小 160(49. 1) 24(28. 9) 184(45. 0) 55(37. 8) 31(28. 7) 82(33. 7) 266(40. 8)
统计分析能力 3. 877 0. 049 2. 278 0. 131 8. 393 0. 004
　 帮助非常大 153(46. 9) 49(59. 0) 202(49. 4) 72(53. 3) 68(63. 0) 140(57. 6) 342(49. 4)
　 帮助一般或较小 173(53. 1) 34(41. 0) 207(50. 6) 63(46. 7) 40(37. 0) 103(42. 4) 310(47. 5)
结果解释能力 8. 986 0. 003 0. 125 0. 723 8. 040 0. 005
　 帮助非常大 164(50. 3) 57(68. 7) 221(54. 0) 82(60. 7) 68(63. 0) 150(61. 7) 371(56. 9)
　 帮助一般或较小 162(49. 7) 26(31. 3) 188(46. 0) 53(39. 3) 40(37. 0) 93(38. 3) 281(43. 1)
论文写作能力 7. 066 0. 008 11. 967 0. 001 11. 967 0. 001
　 帮助非常大 128(39. 3) 46(55. 4) 174(42. 5) 69(51. 1) 64(59. 3) 133(54. 7) 307(47. 1)
　 帮助一般或较小 198(60. 7) 37(44. 6) 235(57. 5) 66(48. 9) 44(40. 7) 110(45. 3) 345(52. 9)

图 1　 研究生科研创性能力提升情况(帮助非常大)
A. 统招硕士;B. 在职硕士;C. 统招博士;D. 在职博士

　 　 4. 临床科研能力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年龄、在职统招、硕士博

士、既往有无工作经历、通过硕士课程、自学方式学过

《临床流行病学》相关课程、课前希望提高统计分析

能力、是否认为课程重要、预习、复习、积极参加课堂

讨论 11 个因素为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之后采用多因素非

条件 Logistic 回归进行双向逐步回归分析,以科研能

力提升的情况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分析,结果显示,既往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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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 OR = 1. 713,95% CI:1. 209 ~ 2. 428 )、自学

(OR = 2. 048,95% CI:1. 151 ~ 3. 645)以及课前希望

提高统计分析能力(OR = 3. 162,95% CI:1. 194 ~ 8.

37)与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5)。 详见表 4。

表 4　 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项目 β SE Wald χ2 P OR(95% CI)
既往无工作经验 0. 538 0. 178 9. 155 0. 002 1. 713(1. 209 ~ 2. 428)

自学 0. 717 0. 294 5. 937 0. 015 2. 048(1. 151 ~ 3. 645)
希望提高统计分析能力 1. 151 0. 497 5. 367 0. 021 3. 162(1. 194 ~ 8. 375)

　 　 三、讨 　 　 论

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离不开医学创新。 这要求

临床医生不仅熟练掌握技能,还要不断提高临床科研

能力 [7,8] 。 然而目前国内医学院校培养创新的能力

较弱,耿有权等 [9] 调查显示,10% 以上的学生认为创

新思维及能力较差;高达 45. 6% 的学生认为国内科

研创新氛围一般。 《临床流行病学》作为科研设计的

基础课程,在部分医学院校已开设较长时间,但对临

床流行病学的认知、兴趣、科研能力提升的调查数据

依旧较少,同时尚不清楚在临床流行病授课中对医学

生临床科研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 [10] 。 故本研究采用

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设计,旨在了解研究生对临床流

行病学的认知和兴趣情况,分析《临床流行病学》授

课对提升医学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为改进教

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提供相关基础数据和科学

依据。
本团队既往研究显示,硕士研究生中对《临床流

行病学》课程感兴趣的比例达到 84. 2% [8 ~ 12] 。 本研

究与其进行横向对比发现,本次研究对象中,对于学

习课程前感兴趣的硕士研究生比例可达 85. 2% ,而
学习后前后两次课程显示硕士感兴趣的比例均提高

至 87. 2% 。 不同类别层次的研究生基本持平,其中

不同类别中硕士研究生略高于博士研究生 (91. 7%
vs 91. 4% ),不同层次中在职研究生略高于统招研究

生(85. 8% vs 85. 0%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硕士期

间学习该课程比例悬殊(6. 6% vs 78. 2% )。 但在重

视相关课程比例上,不同层次、类别的研究生较之前

皆有所下降,分析可能由于新冠疫情,学院招生范围

扩大,与之前纳入研究对象不同,个体性差异增大,但
由于该军事类院校区别于一般院校,所以在关于该课

程的认知和是否学习过等方面不同层次、类别研究生

存在较大差异。 研究提示,临床医学生对流行病学在

认知及重视程度上有所欠缺,差异化较大 [13,14] 。 因

此,加快医学院相关课程开设及教学改革,提高学生

认知及重视迫在眉睫。
希望通过授课中提高临床科研能力的结果显示,

在论文写作方面,硕士研究生希望提高的比例高于博

士研究生,而统招研究生希望在 4 项科研能力提高上

高于在职研究生,分析原因可能由于博士研究生经过

硕士阶段科研训练,相对硕士研究生普遍掌握论文书

写经验,而论文写作作为研究生的一项重要科研能

力,是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急切希望加强的。 同时,在
职研究生由于具有多年临床工作经验从而更加注重

科研设计和统计分析能力在服务临床中的价值,而统

招研究生对于系统提升科研各方面能力,以期应用于

医学实践的需求强于在职研究生。
通过《临床流行病学》教学科研能力提升的研究

显示,研究生在拓宽科研视野,改善思维方式提升上,
总体评价上高于其他 4 项指标,提示在授课背景之

下,研究生在这两项科研能力提升上突出,这也达到

了本学科教学的预期目标。 科研视野、思维方式作为

研究生不可或缺的能力,在未来科研工作中举足轻

重。 这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15,16] 。 表明 《临床

流行病学》的课程开设值得继续推进。 对于研究生

科研能力水平提升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
原因是既往无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多为统招生,相对统

招研究生而言,在职研究生授课结束后因临床工作的

繁忙而缺少对知识的巩固与拓展,而科研视野思维的

固化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科研能力水平的提升。 对这

部分学生,基于案例、问题式及多媒体混合式教学模

式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17,18] 。 同时通过自学的

研究生,更容易在该课程的教学中找到自身短板,从
而弥补不足,这与早期研究者发现参与自我管理学

习,对于培养终身科研技能至关重要一致,而明确的

科研能力需求会让研究生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能力

的锻炼与提升 [19] 。 Lizzio 等 [20] 研究发现,学生对科

研能力及学习工作相关性的认知评估是学习动机的

最强预测因子,是学习者技术进步的基础,虽然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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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科研能力提升数据来自学生自我评估,但数据清

楚地表现出能力变化情况,为结果解释使用提供了较

强可信度。
本研究尚有一定的局限性:(1)研究对象区别于

一般医学院校,同时笔者所在院校无本科教育,关于

研究生的研究结果外推有限。 (2)鉴于国内尚缺乏

统一科研能力的评价量表,科研能力提升数据来自自

我评估,可能存在偏倚。
综上所述,该医学院校研究生对 《临床流行病

学》课程的兴趣和重视度较高,对提升临床能力的需

求较为普遍,提升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
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应注重引导式教育以启发和培养

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领悟该学科对临床科研

及实践的重要性;面对不同层次、类别学生在授课时

采取差异化教学,以期针对性补齐短板,培养具有较

高科研水平的临床医学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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