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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形成性评价强调信息的及时反馈，重视对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和改进，通过“评价—反

馈—改进—再评价”的方式，促进教学相长。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将形成性评价广泛应用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同时在本科院校教育中探索该教学模式，采用多种形成性评价工具进行教学实践，建

立具有专科特色的、可推广的儿科形成性评价教学模式。实践证明在新医科时代背景下，这种教学模

式有利于促进儿科医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更适应于高等教育的要求和目前医学教育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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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mative assessment emphasizes timely feedback to guide and improve the learning 

process, benefiting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 feedback – improvement –

re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Pediatric College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has widely applied formative 

assessment to standardized residency train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actively researched this method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employ various formative assessment tools to establish a formative assessment-

based pediatric education model that has specialized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be popularized.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formative assessment-based education model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ediatric medical education, and bett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ew situ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new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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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培养具有岗位胜任力的儿科医师迫在

眉睫。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简称重医儿院）一

直重视医教研协同作用，坚持完善医学教育管理体

制和人才培养体系。在诸多的教学改革中，构建基

于形成性评价的儿科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并运用到

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教学实践显示，基于形成性

评价的儿科教学模式促进了师生互动，有利于教学

质量的提高，更适应医学教育的新形势。

1　形成性评价的概念与内涵

1.1　形成性评价的发展历程

1967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育专家 Scriven

在《评价方法论》中首次提出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FA），指出形成性评价是收集信息对一

门课程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

教师编制课程的过程[1]。随后，此评价方法在西方

发 达 国 家 的 教 育 评 价 中 广 泛 应 用 ，1998 年 英 国

Black、Cowie、Nicol 等教授指出，形成性评价能产生

对学生学习有益的反馈信息来辅助教学，通过对学

生课堂表现或作业完成情况进行反馈，使学生能够

完善学习能力和技能，提升学习效果[2]。形成性评

价“是通过诊断教育方案或计划、教育过程或活动

中存在的问题，为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提供反馈信

息，以提高教育活动质量的评价”[3]。1968 年，美国

教育心理学家 Benjamin Bloom 首次提出“基于培养

能力的医学教育”的概念，将形成性评价作为医学

教育的主要评价指标，并明确教学双向评价的特

点，国际上逐步形成临床教学以“岗位胜任力”为导

向的理念[4]。

1.2　形成性评价的功能与目的

目前，形成性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一种重要手

段，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领域中广泛应用，它让教

师了解和回应学生学习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加强与

学生的联系[5]。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特别强调儿科医

师岗位胜任力的培养，包括核心价值观与职业素

养、团队合作能力、科研能力、医学知识与终身学习

能力，以及临床技能与临床思维能力，以“学生为中

心”制定学习计划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不断了解教学进展情况，及时对教学活动进行

调整。为了准确、科学地评价学生成绩，还需结合

临床医学课程的特点。形成性评价的目的就是让

师生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并及

时应对[6]，通过形成性评价的方式，一方面教师可以

动态了解学生学习的进展程度，为教学计划的调

整、教学方法的改革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学生可以

获得教学过程中的连续反馈，在不断评价、反馈、纠

正或改进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1.3　形成性评价的方式

医学教育中形成性评价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

评价主体的不同可分为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和管理

者评价，根据评价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对院校的评

价、对课程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

价[7]。在毕业后医学教育阶段，重医儿院以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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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住院医师综合素质和能力为目标尝试应用病

例 讨 论 评 价（subjective objective assessment plan，

SOAP）、操作技能直接观察法（direct observation of 

procedural skills，DOPS）、迷 你 临 床 演 练 评 估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Mini-CEX）、360 度

评估等形成性评价工具。通过这些评价工具获得

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实时分析，有助于制定下一

步重点学习目标，切实帮助住院医师成长为一名合

格的儿科医师。

2　实施现状

形成性评价是一种注重学生学习过程和发展

的评价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反馈，更注重

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建立系统化形成性评价方

案。通过下列形成性评价工具建立科学、客观、全

面的评价体系，可以更好地促进住院医师的全面发

展，为毕业后医学教育提供可推广的教育典范。

2.1　SOAP

SOAP 最早由美国 Lawrence Weed 提出，他期望

采用一种标准格式来记录患者的健康状况等信息，

这种方式易于掌握与理解，且促进医务人员不断地

评估患者修订诊疗计划。SOAP 病历涵盖主观资料

（subjective data，S）、客观资料（objective data，O）、评

估分析（assessment，A）、处理计划（plan，P）4 个方面

的内容[8]，以适应“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疗新

模式，体现患者为中心、预防为导向，基于 SOAP 病

例讨论评价开始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临床医学教

育中。应用结构化病历实施的病例讨论评价，旨在

让住院医师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有效提升其临床工作规范性，同时

提高临床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另外，指导教师的意

见反馈有助于住院医师形成 SOAP—病例分析—汇

报—反馈—改进的自主学习链。儿科学领域知识

较复杂且体系庞大，疾病变化无规律可寻，通常患

儿难以准确描述自身症状，且配合医疗行为的依从

性较低，通过书写高质量的 SOAP 结构化病历，可以

完善病历的内涵建设，训练和提高住院医师临床辨

证施治能力，促进科学临床思维的建立，达到儿科

住院医师的岗位胜任力要求[9]。

2.2　DOPS

DOPS 最早是由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RCP）应用的一种评价工具，是

评估者对操作者的操作过程进行直接观察、同时给

予现场评价与反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各学科

领域，是一种兼具教学与考核功能的形成性评价工

具[10]。DOPS 评估量表由基本信息、评估项目、满意

度调查和评语 4 部分组成，其中评估项目包括操作

适应证、相关解剖和操作技术的理解等 10 个分项以

及整体表现共计 11 项，评估项目的评级采用 6 级制，

每个项目均应按照临床操作要求进行判断，评估标

准应保持一致[11]。DOPS 评估的核心要素在于双向

反馈，住院医师在教学中得到指导教师一对一的个

性化指导，纠正不足之处，强化自我认知，而指导教

师通过住院医师的反馈能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和教学重点，从而实现教

与学的双向改进[12]。

2.3　Mini-CEX

Mini-CEX 最早是由美国内科医学会（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ABIM）开 发 ，Jennifer R. 

Kogan 教授对医学生和住院医师临床教学中所使用

的 55 种形成性评价工具进行了系统综述，发现

Mini-CEX 是评价住院医师临床技能效度最佳的工

具[13]，2005 年开始引入我国，2011 年重医儿院在住

院医师规范化中启用 Mini-CEX。此项形成性评价

工具的主要目的是评估住院医师临床信息收集、归

纳总结、临床推理与决策能力，培养其以临床问题

为导向的诊疗能力，指导教师要肯定住院医师在临

床实践中的优点，同时指出不足，通过及时反馈给

予其临床诊疗能力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另外指导教

师还需要分析住院医师既往学习情况，综合评估以

调整临床诊疗能力的培训重点，从而达到提升住院

医师的核心胜任力的目标[14]。

2.4　360 度评估

360 度评估最早起源于企业的人力资源评价，

1999年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ACGME）提

出住院医师的六大核心能力，开始应用 360 度评估

来进行测评，国外已广泛地将此项测评工具应用于

毕业后医学教育，并证实了 360 度评估在提升培训

质量中的作用[15]。2008 年国内开始尝试使用 360 度

评估，2016 年中国医师协会联合美国华人医师协会

及有关基地进行推广、实施。360 度评估主要是从

与住院医师工作相处密切的上级医师、同级医师、

实习医师、护士以及患者等不同角度全面评估住院

医师的工作表现，同时住院医师对指导教师也进行

评估，通过分析和反馈，促进住院医师临床工作能

力提高，指导教师教学能力也得以提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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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学成效

自 1993 年试点中国临床住院医师培养工作以

来，重医儿院积极探索符合高质量儿科住院医师培

训之路，2015 年被国家卫生计生委评为国家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重庆首家，目前全国儿科

基地唯一），形成了完整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儿科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利用形成性评价的考核量

表进行住院医师的全程考核，包括应届毕业本科

生、毕业后在基层医院工作数年的社会规范化培训

医师、应届毕业硕士博士生等，目前结业的住院医

师达 1 551 人。

2017 年重医儿院开始将已经实施知识产权授

权的《基于形成性评价的住院医师教育模式》进行

全面复制及推广，迄今在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湖南省儿童医院等 34 家授权单位中全面开展，同时

形成性评价相关的测评工具获得 8 项国家专利。

3　展望

在新医科时代，形成性评价更适应于高等医学

教育要求，这种评价方式是动态、实时的，重视对

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和改进，通过“评价—反馈—改

进—再评价”的方式，有利于及时反馈信息，促进教

与学的相互融合。然而，这种评价方式环节多、工

作量大，同时受教师水平、学生接受和理解能力、监

督追踪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学生，要

从行为上引导其自主学习、主动探究，培养其自控

力、责任心和坚韧性；对于教师，从教育理念上要革

新关于评价的内涵，掌握形成性评价的基本策略，

注重关于学习进展的评价、对学习过程的指导和改

进，注意评价信息的及时反馈；对于管理部门，要有

意识地加强形成性评价相关培训，使师生准确理解

其本质，提高实施形成性评价的可操作性。

Heidi Andrade 教授提出有效的形成性评价要符

合三项原则：①评价要融入教和学的过程中；②评

价的结果是用于提高学习；③评价能够帮助学生进

行自我调整[17]。可见不论何种形成性评价工具，都

是基于学生学习情况、鼓励学生参与评价，最终目

的都是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反思与调整。目前，已有

众多工具应用于形成性评价，如提供理论反馈的多

选项选择题（multiple-choice question，MCQ）、评价临

床能力的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提供态度反馈的患者满

意度调查表（pati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PSQ）

等，但这些评价方式的有效性、可靠性、可接受性程

度不一，尚需经过大量实践以总结经验[18]。在大数

据时代，将网络应用于形成性评价过程更有优势，

能够取得更加有效的教学质量控制和效果，因此，

儿科医学教育中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人工

智能、模拟仿真等技术效能，不断提升评价的科学

性 和实效性，应对师资相对不足、反馈不及时等

难题[19]。

本研究调查了 2009 至 2012 年的数据，从临床、

教学、科研 3 方面评价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发现各

年级住院医师在形成性评价下临床知识和技能水

平都得以提高，作为普通住院医师素质和能力过

硬，能得到工作单位肯定，说明全程使用形成性评

价考核，对提高住院医师的总体培养质量有较好的

促进作用[20]。同时在院校教育阶段，重医儿院在本

科生考核中摒除“一考定终身”的传统模式，将形成

性评价有机融入课程考评方案中，以《小儿内科学》

课程为例，将课前线上预习和教学微视频完成情况

作为自主学习的考察内容，每次课后进行线上章节

测试，了解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将考查和

测试结果反馈给学生，教师进行线上答疑为学生提

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在小组案例讨论中，生生互

动、互相促进，教师积极引导启发，帮助学生建立临

床思维；同时重视理论知识融入临床实践中，在示

教课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让学生对儿科

临床有初步的了解和接触，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团队协作和沟通交流等综

合素质；实习阶段病历书写考查学生病史采集、体

格检查、临床决策等基本临床技能，教师批阅后将

建议及时反馈给学生，针对性提高每个学生的病历

书写能力。

在儿科医学教育中，通过形成性评价实现教学

相长、形成良性循环，在国内其他院校中形成性评

价教学模式也得以广泛应用。北京大学医学部病

理生理学科将形成性评价与传统的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构建了科学、客观、高效、合理的基础医学教

育教学评价体系，创新教学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21]。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构建基于形成性

评价的儿科实践教学评价体系[22]，儿科临床实践是

医学生将儿科基本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能力的关

键阶段，合理运用形成性评价可以激励学生有效调

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同时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获得教学效果的反馈信息，从而

改进教学，既能对学生所学知识掌握程度进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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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又能针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持续观察、记

录、反思从而做出发展性评价，最终目的都是提高

和保证教学活动的质量。河南中医药大学在中医

儿科学课程教学中广泛应用基于问题的教学、随堂

测试、技能实训、阶段测试、小论文、门诊见习等，并

采用多种评价方式构建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23]。南

通大学附属医院将形成性评价应用至儿科专业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提高了临床实践技能考核与

病例分析成绩，同时也提高了住院医师知识的掌握

和 应 用 、临 床 思 维 、主 动 性 、沟 通 能 力 和 动 手 能

力等[24]。

综上，重医儿院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

验，积极探索，建立了具有专科特色的、可推广的儿

科形成性评价教学模式，但应进一步克服评价效率

不高、教师投入有限、学生反馈不足等困难，不断优

化高质量儿科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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