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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带教体会

张群霞 冉海涛 任建丽 杨 扬 敖 梦 苏 蕾 卢 岷

摘 要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成为临床医师培训体系中的必需过程。 本文针对超声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导师制”带教模式的现状，从导师选择、“导师制”的实施及考评制度的完善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超声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带教效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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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in ultrasound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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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BSTRACT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steps of medical clinical training system.

According to present condition on“tutorial system”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in ultrasound department，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wa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hoice of tutors， establishment of the tutorial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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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途径，是

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医疗卫生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治本

之策，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目

前全国各地在各级卫生部门的领导下已正式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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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中，“导师制”带教模式对培养合格临床医师发挥

着重要作用。 本文结合目前超声科住院规范化培训“导师制”带

教的现状，谈谈带教中的体会和思考。

一、超声科“导师制”带教模式的现状

我院为重庆市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超声科在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不断完善培训制度，严格执行“导师制”带

教模式，规范化培训水平和培训质量不断提高。 在带教的实践

过程中发现： 虽然超声科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均通过统一考试和

面试进行招收，但由于学员来自不同学校和不同级别的医疗机

构，学历结构存在差异，超声诊疗水平也参差不齐，使带教难度

较单纯本科生和研究生明显增大。 如果按照固定的方法和模式

进行规范化培训，难以达到理想的培训效果。 此外，超声医学与

其他临床医学比较， 不仅涉及的知识面广， 专业化程度越来越

高， 且超声是一门对实践操作技能要求很高的学科。 由于学员

在超声科规范化学习的时间较短， 繁杂的学科知识及日趋精细

的专业分化，以及对操作技能的要求使规范化学习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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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带教导师医疗业务工作繁重，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还要

承担科研、教学等任务，难以在规范化培训中投入足够的精力和

时间，并且带教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也使规范化培训效果差异

较大。 如何在超声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不断完善和改进

“导师制”带教模式，是提高规范化培训效果的有效途径。

二、“导师制”带教的应用体会

１.导师遴选及导师培训

合格导师队伍的建设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重要环节

之一

［

３

］

。 合格的带教导师应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扎实的理论专

业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医技、高度的责任心、严谨认真

的教学态度，以及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因此，我院超声科对带

教导师均进行了严格筛选， 按照医院要求选择具有丰富临床工

作经验，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具备硕士及以上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专业学位的超声医师亲自带教，每位导师负责 １～２ 名

规培学员。 其次，对导师上岗前进行培训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导

师职责、带教的基本内容及考核的指标等，使导师们在带教过程

中有的放矢，以达到更好的培训效果。

２.“导师制”带教的实施

（１）理论的培训：目前，我国超声检查的规范化工作正在逐

渐完善，各类超声检查指南，如超声心动图检查指南、腹部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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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指南、血管和浅表器官超声检查指南等的制定，使我国的超

声检查方法不断走向规范化。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由于

学员对各种超声检查技术和方法的掌握程度差别较大，因此，有

必要对学员进行超声检查理论的规范化培训

［

４-５

］

。 在“导师制”执

行过程中，安排经验丰富、 教学水平较高的导师对学员进行各

类检查指南的讲解，有助于学员在以后的实际培训过程中按照

规范的检查方法进行各系统超声检查。 而在理论培训中适当结

合机旁教学则更有助于学员加深理解，如肌骨超声检查的理论

培训中，单纯依靠 ＰＰＴ 进行教学，学员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复

杂的解剖学知识和超声检查方法，结合机旁讲解和示范可让学

员加深理解，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在对超声检查规范进行系

统培训后，在学员学习过程中不断深入对各系统常见疾病的超

声诊断、鉴别诊断的理论教学，充分利用 ＰＰＴ、ＰＢＬ 等教学方法，

为导师们“一对一”的临床操作教学奠定了基础。

（２）临床操作技能的培训：由于超声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与其他影像学技术相比，对于实践操作的要求非常

高，因此，临床操作技能的培训至关重要。 由于各学员的实际操

作技能水平不同，且各导师的操作习惯和顺序也有所差别，而操

作的失误可能直接影响诊断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因此， 在临床

实践教学中，必须严格按照超声检查的规范进行教学。 在带教

过程中带教导师需亲自示范，手把手教学，注重学员操作技能的

培训，如超声仪器的设置和调节、各脏器标准切面的扫查、各类

测值的标准方法及扫查中的技巧等。 只有创造机会让学员们多

上机操作，才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以提高他们独立操作

的能力。 在熟悉各系统超声检查的规范化操作基础上，逐渐加

深难度，培养学员独立诊断疾病的能力，使学员能够达到独立、

准确、完整地完成各器官常见病、多发病的超声诊断。

（３）规范化超声诊断报告的培训：超声检查报告的出具是超

声诊断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超声报告直接体现了超声医师

的诊断思路，严谨、科学的超声报告，不仅能为临床提供有价值

的诊断信息，还能为日后的科研工作留下宝贵的资料，也可以在

复杂的医患关系中实现自我保护。 因此，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中，超声报告的质量将直接反映学员的培训效果。 一份规范的

超声诊断报告不仅包括详细的超声征象的描述，如病变部位、大

小、形态、边界、回声、毗邻及血流等，还包括鉴别诊断信息， 既

包括阳性结果， 也包括必要的阴性结果。在带教过程中，应适当

安排学员进行超声诊断报告的书写， 锻炼学员规范化使用超声

描述和诊断术语。 通过学员们对超声声像图的描述，可反映其

对超声规范化专业术语的掌握程度，对疾病的诊断思路。 带教

导师可根据超声描述判断学员对疾病的认识程度， 找出其中的

不足，继而不断地丰富学员的临床经验和强化对疾病的认识。

３.考评制度的完善

规范化培训效果的提高需要考评制度的不断完善。 以往在

规范化培训中仅对学员进行考核， 这种单方面考核制度对导师

没有约束力，也达不到理想的培训效果。 只有从学员及导师双

方方面进行考核方可达到教学相长，不断提高培训效果。 在学

员考核方面，我院对学员分为日常考核、出科考核、年度考核和

结业考核。 在导师带教过程中超声科采用日常考核与出科考核

相结合的方法，在日常考核中及时发现问题，使学员了解自己学

习的不足及需要改进之处，促进学员在培训中及时纠正错误，导

师也能不断了解学员的培训效果， 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思路。

因超声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从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技

能考核和超声报告书写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全面掌

握学员的学习效果， 方能达到较好的考核目的。 对导师的考核

可以通过学员对导师进行综合评价，科室的日常考评及学员的

考核结果间接反映导师的带教水平和带教效果。 对表现优秀的

导师进行表彰奖励，对于不合格的教师进行教育管理，或取消导

师资格，并将导师的薪酬、职称晋升等与带教质量有机结合，使

其成为导师工作情况的重要考核标准。 只有通过考评制度的不

断完善，才能促进“导师制”带教模式的不断改进。

综上所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深化

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超声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合格超

声医师的必经之路。 随着一对一的“导师制”模式在超声科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不断完善， 必将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超

声医师，促进超声医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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