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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形成性评价对不同层次医学生生理学教学效果的影响。方法 以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2015级临床医

学专业三个层次包括本硕连读班、非定向本科班和定向本科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每个层次班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生理学授课过程中分别实施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以期末考试理论成绩作为教学效果量化指标，采用 t检验分析形成性评

价组及终结性评价组学生生理学期末考试成绩的差异；采用χ2检验分析形成性评价组及终结性评价组学生生理学期末考试及

格率的差异。结果 本硕班形成性评价的学生成绩（72.42±14.30）分相对于终结性评价的学生成绩（69.72±14.48）分有升高的

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1）；非定向班形成性评价的学生成绩（72.57±13.47）分，高于终结性评价的学生成绩（69.55±
14.7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但定向班形成性评价学生成绩（52.23±16.83）分与终结性评价的学生成绩（58.33±
16.52）分不相比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相对于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可以提高非定向班级及

定向班级生理学期末考试及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但是未发现形成性评价对本硕班（P＝0.82）生理学期末考试

及格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形成性评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但是对于不同层次学生效果不同，因此需

要根据不同的学生层次调整实施方案，因材施教，探索最适合学生特点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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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on physiology teaching effects in medical students at differ⁃
ent levels.Methods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we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 during physiology teaching for
medical students of Grade 2015 at different levels：the eight⁃year program classes，the five⁃year program classes and the rural⁃area
orientation classes.All the classes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and their final exam scores were recorded as quantitative index
of teaching effect.The t test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core differences and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ssing rate
differences.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s of students having formative assessment（72.42±14.30）had a tendency to increase in com⁃
parison with those having summative assessment（69.72±14.48）in eight⁃year program classes，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
ly significant（P＝0.31）.And in the five⁃year program classes，the average scores increased in students receiving formative assess⁃
ment（72.57±13.47）by comparison with those receiving summative assessment（69.55±14.73）；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P＝0.04）.However，in the rural⁃area orientation classes，the average scores decreased in students receiving formative as⁃
sessment（52.23±16.83）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receiving summative assessment（58.33±16.52）；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Furthermore，we found that passing rate of physiology final examination increased in students receiving forma⁃
tive assessment compared with summative assessment in the five⁃year program classes（P＝0.02）and the rural ⁃area orientation
classes while the similar results were not found in the eight⁃year program classes（P＝0.82）；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Conclusion Formative assessment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but the effects are different for
medical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best teaching methods that are suitable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Key words：Education，medical/methods； Classroom teaching； Formative evaluation； Physiology； Teaching effects； Different
ba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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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最早于 1967年由美国斯克里文提

出，并于 1969年由美国布鲁姆移植到学习评价领

域。与终结性评价不同，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

中即时、动态、多次对学生实施的评价，它注重及时

反馈，最终目的是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1］。形成

性评价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医学基础课均有实

施［2⁃6］，2015年本单位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

学生也已进行了生理学教学形成性评价的探索［7］。

虽然形成性评价对医学基础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

已得到广泛认可［2⁃6］，但目前研究往往样本量较小，

没有层次区分，很难得到科学结论。因此，在之前

小范围探索得到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新疆医科大

学基础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于 2016年在新疆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中大范围、不同层次的学生中实施

了形成性评价并进行了效果分析，旨在为形成性评

价在生理学中的教学效果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新疆医科大学 2016年实施生理学

教学的班级为2015级各专业学生，其中临床医学专

业学生总人数843人，分为本硕连读、非定向本科及

定向本科三个层次，各层次间招生分数有一定的差

异：招生分数较高（高考分数 550~650分）的本硕连

读有 2个平行班，招生分数居中（高考分数 500~600
分）的非定向本科为7个平行班，招生分数偏低的定

向本科（高考分数400~500分）为5个平行班。本次

形成性评价实施过程中，我们随机选取了本校临床

医学专业1个本硕连读班、4个非定向本科班和2个

定向本科班参与形成性评价，参与形成性评价学生

人数为本硕连读班：60人，非定向本科班：212人，定

向本科班：139，总人数411人；剩余临床医学专业班

级作为对照班级，实施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本硕连

读班：60人，非定向本科班：159人，定向本科班：201
人，总人数为420人。另外，为了排除不同教师在实

施形成性评价过程中教学效果的差异，我们纳入新

疆医科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中 9名教学经验丰富、教

学风格各有特色的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进行形

成性评价的具体实施。

1.2 实施方案

1.2.1 形成性评价实施方案 为了让学生充分了

解形成性评价的特点和实施方式，首次上课时将对

学生详细介绍本次考核方法。以下详细介绍形成

性评价考核法的实施方案。（1）课堂评价：考查学生

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占最终成绩 10%）。本次

形成性评价实施按章节测试的课堂评价形式。生

理学授课分为 10个章节，每个章节学习结束，教师

将组织一次闭卷考试，要求全部学生参加。教师在

了解学生试题错答率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对重点

问题进行讲解，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课堂所学内

容。（2）二次综合性作业：考查和培养学生对实际问

题的总结、分析、解决能力（占最终成绩5%）。根据

生理学各章节的进度，在前半学期和后半学期末分

别安排一次综合性作业。考虑到新疆医科大学尚

未全面实施形成性评价，学生对形成性评价并不了

解，前半学期时的综合性作业结合生理学实验内

容，以课本知识总结为主，具体考查题目为：试述从

刺激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坐骨神经到引起腓肠

肌收缩的全过程。通过这次综合性作业，学生需要

将第二章的内容全部进行总结，引导学生培养知识

的自我归纳、总结能力。第二次综合性作业更加注

重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解决。具体考查

题目为：分析自己三日三餐进食及日常活动情况，

计算能量平衡，结合自己体重评估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否健康。并选取一餐，讲述摄入食物在体内的消

化、吸收及供能的过程。通过这次作业的完成，学

生可以将课本知识活学活用，不仅将生理学几个章

节的内容结合起来思考问题，还可能应用其他学科

（如生化）所学知识对具体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解

决，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医学课程是用来解决实际问

题的，培养医学体系的整体观和临床思维。每次作

业所有教师按统一标准给分，并给每个学生反馈批

改意见。（3）课堂专题讨论：考查和培养学生口头表

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占最终成绩 5%）。本次形

成性评价结合实施班级的专业特点，分批组织学生

以组为单位进行课堂专题讨论，具体内容涉及书本

内容及延伸相关临床问题，同样在前半学期和后半

学期各举行了一次课堂专题讨论。因本校生理学

授课均为大班授课，平均每班 60人左右，我们在组

织时，将学生分为两批，每次专题讨论一半的学生

参加，另一半学生作为听众参与提问等环节。具体

题目为：常见心血管疾病及其同生理学的联系；大

失血后机体的生理反应及机制。在专题讨论的实

施过程中，我们要求参与小组内部的每名学生都需

准备一部分内容，再派出一名同学总结、汇报并回

答问题。课堂讨论的给分标准如下：相关知识准

确，40分；资料查询翔实，20分；汇报编排合理，叙述

清楚，逻辑强，20分；小组协作好，每个成员都积极

做出贡献，20分。所有任课教师按此标准统一给

分。（4）期中闭卷考试：对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的阶段

性客观评价（占最终成绩 10%）。为了让教师和学

生更加准确、客观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绩，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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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参与闭卷期中考试，以机考的形式进行。得

到学生的成绩反馈后，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会更加

有针对性地辅导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学

习。（5）期末闭卷考试（占最终成绩 70%）。学生将

参加学校校级抽考期末考试，我们将针对这次成绩

分析形成性评价考核法对生理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1.2.2 终结性评价的考核方式 本次教学过程中

不实施形成性评价的班级将采用终结性评价方式，

即学生参加一次闭卷期中考试和一次闭卷抽考期

末考试，分别占总成绩的30%和70%。以期末考试

理论成绩作为教学效果的评价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graphpad prism 5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所有成绩以 x̄ ± 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

本均数 t检验分析临床医学专业不同层次班级形成

性评价组及终结性评价组学生生理学期末考试成

绩的差异；以成绩＜60分为不及格，成绩≥60分为及

格，对学生成绩进行分类，采用 χ2检验分析临床医

学专业不同层次班级形成性评价组及终结性评价

组学生生理学期末考试及格率的差异。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形成性评价对不同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生

理学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 对新疆医科大学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硕班、非定向班及定向班终结性

评价及形成性评价的学生成绩进行分析，发现本硕

班形成性评价的学生平均成绩相对于终结性评价

的学生成绩有升高的趋势，但可能由于学生人数偏

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1）；非定向班形成性

评价的学生平均成绩高于终结性评价学生的平均

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有意思的是，定

向班形成性评价学生成绩与终结性评价学生成绩

相比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见表1。
表1 形成性评价对不同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生理学

期末考试成绩的影响/x̄ ± s
班级层次 评价方式

本硕连读班

形成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非定向班

形成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定向班

形成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人数

60
60

212
159

139
201

成绩/分

72.42±14.30
69.72±14.48

72.57±13.47
69.55±14.73

52.23±16.83
58.33±16.52

t值

1.03

2.05

3.32

P值

0.31

0.04

＜0.01

2.2 形成性评价对不同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生

理学期末考试及格率的影响 相对于终结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可以提高非定向班级及定向班级生理学

期末考试及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是未发现形成性评价对本硕班生理学期末考试及格

率有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形成性评价对不同层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生理学

期末考试及格率的影响/人（%）

班级层次 评价方式

本硕连读班

形成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非定向班

形成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定向班

形成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

人数

60
60
212
159

139
201

不及格

12（20）
11（18）

33（16）
40（25）

87（63）
101（50）

及格

48（80）
49（82）

179（84）
119（75）

52（37）
100（50）

χ2值

0.05

5.29

5.06

P值

0.82

0.02

0.02

3 讨论

本次形成性评价的结果显示，对入学成绩较

高、基础好、自律性较好的学生来说，本次形成性评

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成绩提升明显；而对于

入学成绩差，基础差，缺乏自律性的学生而言，形成

性评价似乎变成了负担，对学习成绩反而起到了负

面的作用。因为对不同层次班级实施教学的教师

水平类似，实施方案完全一致，这样的结果同教师

授课水平和具体授课方式差异的关系似乎不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有效的形成性评

价需要长期探索［8］。本次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方案对

于基础差，缺乏自律性的学生并不适合，没有很好

的激发这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因此

形成性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学生层

次调整实施方案，因材施教，探索最适合学生特点

的实施方案。（2）目前我国高校整体形成性评价研

究和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尚未形成规范的评价系

统［9］。本次形成性评价尚处于试点，一部分学生对

其重要性并不了解，没有充分重视每次阶段测试、

课堂讨论和综合作业，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动性，尤其是自律性较差的同学。在对待形成性评

价中的具体任务时，也不乏学生抄袭、内容雷同、对

所准备内容并没有充分理解，只是照本宣科等现

象，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形成性评价对学生的影响和教育意义并不能

完全反应在考试成绩中，这种考核方式和教学方法

更加注重学习的过程。形成性评价可以通过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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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反馈、强化、激励、改进及长远发展七个方面

发挥其对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1，10⁃12］，因此它对学生

学习兴趣的启发，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可能要在后

期的学习、实践过程中才能慢慢体现出来［5，13⁃16］。因

此，在未来实施形成性评价的过程中，教师不应过

分强调形成性评价的考核作用，而是注重其教育评

价的根本属性，通过反馈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

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此外，教

育机构应加强形成性评价的相关培训，加强教师对

形成性评价内涵的深刻理解，推进形成性评价的规

范实施，从而发挥其促进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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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 2016—2019年造影剂相关不良反应 77例分析

李海燕 a，王惠川 b，闵慧 a，薛小荣 a

作者单位：西安市第四医院，a药剂科，b健康管理中心，陕西 西安710004
通信作者：王惠川，女，主任药师，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E⁃mail：whc0862@sohu.com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SF⁃319）；西安市第四医院科研孵化基金—2018年度学科发展科技支持项目（FZ⁃19）

摘要：目的 分析造影剂在临床应用中不良反应的发生特点，为临床合理使用造影剂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西安市第

四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上报的造影剂相关不良反应（ADR）报告表，分析ADR病人的年龄、性别、严重程度、疾病分

布、ADR的发生时间，累及系统/器官及主要临床表现，ADR的处理及结果等。结果 造影剂相关不良反应报告共77例，其中3
例为严重不良反应。共涉及造影剂5个品种，居前3位的分别为碘海醇、碘佛醇及钆喷酸葡胺。＞50~70岁年龄组ADR发生比

例较高，占比为58.44%。药品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试敏（6例，85.71%）和给药后10 min以内（31例，49.21%），临床表现以皮肤

及附件损害所占比例最大（43例，34.13%）、其次为消化系统损害（23例，18.25%），第三为循环系统损害（21例，16.67%）。结

论 造影剂在临床使用时应加强对其用药风险评估及相关ADR的主动监测，确保临床用药安全。

关键词：造影剂/副作用； 过敏反应； 不良反应； 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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