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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儿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文献阅读汇报及临床科研能力现状，为培养优质儿

科人才提供参考。方法　选择郑州大学 5 所附属医院 91 名儿科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根

据其是否参与文献阅读汇报分为参与组（n=38）和未参与组（n=53）。采用问卷结合访谈方式，从文献

阅读汇报开展情况、参与文献阅读汇报意愿和临床科研能力现状方面对两组进行调查。运用 SPSS 

25.0 进行卡方检验和 Wilcoxon 秩和检验。结果　参与组 60.53%（23/38）认为开展文献阅读汇报后临

床科研能力显著提升；未参与组 94.12%（48/51）希望开展文献阅读汇报。参与组发表文章率、参与课

题率、学术交流率、文献阅读量高于未参与组（P<0.05）；参与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专业英语水平、

汇报 PPT 能力优于未参与组（P<0.05），但两组间统计学分析能力、课题设计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循

证医学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文献阅读汇报对儿科学专硕临床科研能

力提升有良好促进作用，应坚持以临床为导向，重视文献方法学和统计学研读，长期、定期、规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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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and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among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pediatric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ediatric tal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1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pediatrics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from five affiliated hospitals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and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participated in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they were divided into 

participating group with 38 students and non-participating group with 53 students.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combined with interview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SPSS 25.0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chi-square test and the Wilcoxon rank-sum test. Results　 In the 

participating group, 60.53% (23/38)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after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and in the non-participating group, 94.12% (48/51) of 

the students wanted to carry out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Compared with the non-participating group, the 

participating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ublication rate, project participation rate, academic exchange 

rate, and literature reading quantity (P<0.05) and significantly better abilities of literature search and reading, 

professional English, and PPT presentation (P<0.05),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core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bility, project design ability,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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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 ability (P>0.05). Conclusions　 Literature reading report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in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among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pediatrics, and it should 

be carried out regularly for a long time with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clinical orienta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reading of methodology and statistics in literature. 

【Key words】 Pediatrics;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Literature reading;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Post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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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旨在缩短人才培养周

期，培养出临床与科研能力兼具的复合型高层次医

学人才。但在 3 年培训中学员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

轮转，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普遍存在“重临床，轻科

研”的现象。如何在达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目标

的同时，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能力，是

医学教育界一直探索的问题[1-3]。上海大学钱伟长

校长最早提出“指导性文献阅读研讨”的教学理念。

文献阅读汇报这一集文献检索和阅读、制作和汇报

学术 PPT、知识共享和讨论的教学方式已逐渐在研

究生教育中推广应用，并在培养临床科研能力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4-6]。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

结合的方式，对郑州大学 5 所附属医院儿科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下文简称“儿科学专硕”）的文献阅读

汇报开展情况、参与文献阅读汇报意愿及临床科研

能力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探讨文献阅读汇报在提升

临床科研能力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培养

“复合型、卓越型”儿科医学人才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郑州大学 5 所附属医院共 91 名儿科学专硕

作为研究对象，均为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其中男生

34 名（37.36%）、女生 57 名（62.64%），年龄（24.37±

1.33）岁。根据是否参与文献阅读汇报分为参与组

（n=38）和未参与组（n=53）。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

究内容均已知悉。

1.2　文献阅读汇报开展形式

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初步访谈，5 所附属医院

文献阅读汇报开展形式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4 部

分。①文献检索筛选：主讲研究生利用中英文数据

库（如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等途径检索，

筛选本专业高质量文献。②文献阅读整理：精读文

献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临床意义、科

研价值、创新亮点，以及存在不足等。主讲研究生

将文献信息进一步归纳梳理并深入思考，提出困惑

和问题并制作汇报 PPT。③文献汇报研讨：通常由

导师或团队其他教师主持，主讲研究生通过 PPT 对

汇报文献进行详细阐述，其余参与人员围绕汇报内

容分享体会，共同讨论解决问题。④文献学习评

价：最后由主持者进行总结和点评，对主讲研究生

提出指导性建议，并规划未来的学习安排。《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临床文献研读会指南（2022 年版）》[7]

发布后，指南强调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住院医师为

主体，科学应用文献指导临床实践。指南对兼具研

究生和住院医师双重角色的儿科学专硕有重要指

导意义，引起了各教学医院广泛重视和实施，加强

了文献阅读汇报中临床和科研的有机结合。以本

院开展的“过敏性紫癜（henoch-schonlein purpura，

HSP）”主题文献阅读汇报为例展示（图 1）。

指导医师 主讲研究生

临床工作中提出问题：单纯严重或反复皮

疹的 HSP 患儿为何不应用激素治疗？共

同讨论确定文献研读主题

文献检索筛选及阅读整理：

重点学习科研方法和存在的不足

文献汇报研讨及学习评价：

重点讨论临床意义和科研价值

设计临床科研课题，撰写并发表文章

科研成果转化

服务临床

图1　文献阅读汇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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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问卷调查

查阅文献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成自制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是否参与文献

阅读汇报、参与组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情况、未参与

组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意愿，以及两组研究生临床科

研能力主、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包括是否发表文

章、是否自主设计或参与课题等。主观评价从文献

检索及阅读能力、专业英语水平及汇报 PPT 能力等

8 个方面对自身临床科研能力进行量化评分。采用

Likert 5 分制，各项评价分为优秀、良好、中等、一般、

较差 5 个级别，分别记为 5、4、3、2、1 分。该量表的克

朗巴赫系数为 0.831，信度良好。采用问卷星发放调

查问卷，由研究生自愿匿名填写并提交。共发放问

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1 份，有效回收率 9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xcel 2019 软件和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

行收集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正态分布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偏态分布资

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Wilcoxon 符号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参与组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情况调查及效果

评价

参与组文献阅读汇报总时间为（9.21±7.80）月。

文献阅读汇报频率为 1~4 次/月和<1 次/月的人数占

比分别为 65.79%（25/38）、34.21%（13/38）。参与组

汇报文献类型大部分以临床为主，占84.21%（32/38），

仅有 15.79%（6/38）的参与组学生汇报文献类型以基

础为主。导师每次均参与文献阅读汇报占 81.58%

（31/38），大部分时间参与占 18.42%（7/38）。

在参与组对开展文献阅读汇报后的效果评价

方面，60.53%（23/38）的参与组认为开展文献阅读汇

报后临床科研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有提升但不显著

的 人 数 占 比 为 39.47%（15/38）。 通 过 访 谈 得 知 ，

15 名儿科学专硕认为自身临床科研能力未得到显

著提升的原因包括：“对文献研读不够深入，重结论

而轻视方法学和统计学”；“单纯进行文献阅读汇

报，和临床联系不够紧密”；“参会人员讨论不充

分”；“参与文献阅读汇报的频率较低”。

2.2　未参与组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意愿调查

94.12%（48/51）的未参与组希望导师及所在科

室能够开展文献阅读汇报，98.04%（50/51）的未参与

组认为开展文献阅读汇报可以提高自身临床科研

能力，100.00%（51/51）的未参与组认为开展文献阅

读汇报能够加强与导师的交流。

2.3　两组学生临床科研能力比较

客观评价方面，参与组的发表文章率、参与课

题率、学术交流率、文献阅读量高于未参与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自主设计课题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表 1）。

主观评价方面，参与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

专业英语水平、汇报 PPT 能力评分高于未参与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统计学分析能力、课题设

计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循证医学能力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3　讨论

我国儿科医生缺口仍大，儿科学专硕是未来儿

科医学人才的重要储备军，研究生教育质量关乎我

国未来医学事业发展。近年来在“双轨合一”政策

表1 两组学生临床科研能力客观比较[例（%）]
项目

发表文章

自主设计课题

参与导师课题

参与学术交流

文献阅读≥5 篇/月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参与组（n=38）

8（21.05）

30（78.95）

10（26.32）

28（73.68）

28（73.68）

10（26.32）

16（42.11）

22（57.89）

34（89.47）

4（10.53）

未参与组（n=53）

2（3.77）

51（96.23）

8（15.09）

45（84.91）

25（47.17）

28（52.83）

11（20.75）

42（79.25）

32（60.38）

21（39.62）

χ2值

5.10

1.76

6.40

4.84

8.00

P 值

0.024

0.185

0.011

0.02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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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长时间的临床轮转导致儿科学专硕科研能

力普遍较弱，同时面临着临床工作和科研任务的双

重压力。而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不足的问题，

已经成为制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瓶颈。文献阅读

汇报作为科研素质能力培养的一种重要途径和高

效方法，受到广泛关注和开展。既往研究显示，这

一教学方式不仅在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方面，

而且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本科学教学、专科护

士科研能力培养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8-11]。然

而文献阅读汇报在各院校、各专业的具体实施形式

不一，开展效果也不尽相同，本研究对郑州大学 5 所

附属医院儿科学专硕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情况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3.1　文献阅读汇报对临床科研能力提升有良好促

进作用

本研究显示，在两组临床科研能力比较中，参

与组在客观评价方面的发表文章率、参与课题率、

学术交流率、文献阅读量均高于未参与组；主观评

价方面的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专业英语水平、汇

报 PPT 能力也优于未参与组。由此可见文献阅读汇

报对这些临床科研能力具有良好促进作用。文献

阅读是研究生构建完整临床科研能力体系的重要

基石[11]。文献阅读汇报可以有效促进研究生主动学

习各种数据库检索方法，并在反复实践中学以致

用，达到将目标文献检准检全的效果。此外，还能

帮助研究生建立长期规律的文献阅读习惯，督促研

究生主动追踪本专业国内外最新学术进展，培养自

身学术创新能力，开拓临床科研思路，为撰写高质

量文章打下坚实基础。除主讲研究生外，参会的其

余研究生也可以了解更多的研究领域，在文献阅读

汇报的过程中碰撞知识火花，丰富自身知识体系，

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知识。同时，坚持文献

阅读汇报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专业英语水平、逻辑

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为今后进行日常甚至国际化

学术交流做准备。

3.2　儿科学专硕对开展文献阅读汇报需求度较高

通过访谈了解到儿科学专硕目前仅在研究生

一年级开设科研设计等选修课程，在研究生培养体

系中缺乏系统的临床科研能力培养。本研究中儿

科学专硕文献阅读汇报参与率不足 50.00%，90.00%

以上的未参与组希望能够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提升

自身临床科研能力，说明儿科学专硕对开展文献阅

读汇报需求度较高。此外，所有未参与组均认为通

过文献阅读汇报可以加强与导师交流。导师在研

究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过程中扮演着第一责任人

的重要角色，但由于儿科学专硕临床工作繁重，导

致与导师交流时间较少，定期开展文献阅读汇报无

疑是研究生与导师保持密切交流的重要桥梁。导

师对主讲研究生及汇报文献进行点评总结，能够避

免学习重点的偏离和学习内容的错误理解，并给予

个体化目标引导和持续督促。同时，导师参与也能

够让研究生在临床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扰通过

反馈得以及时解决[5]，最大程度地发挥导师和科室

的优势。

3.3　文献阅读汇报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改进建议

值得关注的是，文献阅读汇报虽然在提升儿科

学专硕临床科研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结合本

研究结果发现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调查发现，两

组的统计学分析能力和课题设计能力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结合访谈结果，考虑可能由于部分研

究生在研读文献时较关注结论，忽视了对科研方

法、统计学分析及创新点的深入挖掘。并且儿科学

专硕导师大部分较侧重临床，对研究方法及统计学

相关重视度不够。未来可以考虑邀请流行病学、医

学统计学领域专家定期参与文献阅读汇报，给予专

业点评指导，结合实例加深理解，促进研究生掌握

表2 两组临床科研能力主观比较[Md（P25，P75），分]
项目

文献检索能力

文献阅读能力

专业英语水平

汇报 PPT 能力

统计学分析能力

课题设计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循证医学能力

参与组（n=38）

3.00（2.00，4.00）

3.00（2.00，4.00）

3.00（2.00，4.00）

3.00（2.00，4.00）

2.00（2.00，3.00）

2.00（2.00，3.00）

3.00（2.50，4.00）

2.50（2.00，3.00）

未参与组（n=53）

2.00（1.50，3.00）

2.00（1.00，3.00）

2.00（1.00，3.00）

2.00（2.00，3.00）

2.00（2.00，3.00）

2.00（1.00，3.00）

3.00（2.00，4.00）

2.00（1.50，3.00）

Z 值

-3.65

-3.15

-3.39

-3.21

-1.30

-1.87

-1.42

-1.45

P 值

<0.001

0.002

0.001

0.001

0.192

0.062

0.156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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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科研方法，尤其是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生物信息学方法、计算科学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

等。其余参会人员可以提前了解文献汇报内容，根

据参会人员的专业背景进行归类整理，在讨论环节

积极发言分享感悟，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事半功

倍效果，有助于科研课题的孵化和推动[8，12]。

两组临床思维能力和循证医学能力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也提示了目前在儿科学专

硕中，文献阅读汇报开展方式仍较缺乏与临床的紧

密结合。考虑其内在原因可能由于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均为刚步入研究生二年级的儿科学专硕，部分

还未轮转本专业科室，缺乏对本专业疾病的了解，

临床知识储备尚不足，发现临床问题的眼光不够敏

锐。此外，通过访谈了解到文献阅读汇报有时选取

文献较为随意且缺乏代表性，与临床脱离明显；并

且该过程主要是围绕文献展开，缺乏对研究生临床

实践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的培养。建议带教医师

在临床工作中加强引导作用，依托丰富的临床背

景，充分利用临床资源，结合实际病例鼓励研究生

发现临床问题并积极探索，主动查找国内外高质量

文献，并借助文献阅读汇报集全科室之力共同寻找

转化科研课题的亮点，从而激发研究生创新意识，

锻炼研究生批判性临床科研思维。达到在解决临

床问题、丰富临床经验的同时，完成科研任务的双

赢目标[13]。

综上所述，本研究较为全面地调查了郑州大学

5 所附属医院儿科学专硕开展文献阅读汇报的情

况，并分析了其在提升临床科研能力中的积极作用

和不足之处，为完善构建儿科学专硕临床科研能力

培养体系提供了参考。未来文献阅读汇报开展应

当坚持以临床为导向，以临床启发科研，科研服务

临床，形成不断螺旋式上升的闭环过程；重视文献

方法学和统计学研读，不断提高研究生“以实践为

基础的学习和改进”的胜任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希望各医学院校将文献阅读汇报长期化、定期化、

规范化开展，将其贯穿于儿科学专硕临床科研能力

培 养 的 全 过 程 ，并 不 断 探 索 更 健 全 高 效 的 开 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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