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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CI的我国医学教育研究
国际影响力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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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是反映国家、地区和机构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征。

以近 30年我国内地学者发表的国际医学教育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国际权威医学教育

研 究 质 量 工 具（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Study Quality Instrument, MERSQI）和 定 性 研 究 报 告 标 准

（Standards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SRQR）从发文量、发文期刊、主要合作国家、研究主题、论文质

量评价等方面进行国际影响力的全景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学教育研究数量和成果影响力正不断

增长。然而，也存在研究国际影响力不足、研究质量参差不齐、国际合作水平较低的问题。研究建议，通过

形成研究先导势能、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研究范式创新、大力开展成果推广等途径，全面提高我国

医学教育研究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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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apers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reflect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a country, region, or institution's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y Chinese mainland scholars in the past 30 yea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authors use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Study Quality Instrument
(MERSQI), and the Standards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SRQR) to analyze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journals published, major cooperative countries, themes, and the quality of pap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y and influence of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re increas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uneven research quality, and low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imperative to form research leading potential, deepen the re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and mechanism, promote research paradigm innovation, and vigorously carry out the promotion of
achievement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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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期刊上发表医学教育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

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和机构在医学

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本研究以中国内

地作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医学教育研究论文为研

究对象，从发文量、发文期刊、主要合作国家、研究主

题等方面进行全景式分析。同时，利用权威标准，采

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开展医学教

育研究质量评价，以期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医学教

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系统、科学地探讨我国医学教

育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和不足之处，并在立足本土特

色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建议，为共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一、概念内涵与文献综述

（一）概念内涵

第一，医学教育研究。《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将医

学教育学定义为“研究按照社会需求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地进行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运行形态和发展

规律的科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的

教育科学”[1]。有研究者认为医学教育研究是采用教

育理论和方法，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医学教育

领域中的现象与问题进行研究的活动[2]。综上所述，

可以将医学教育研究定义为，以教育理论为指导，运

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探寻有效的医学教育方

法、内容等来拓展医学教育理论、提高医学教育质量

和解决医学教育实践问题的活动。医学教育研究论

文不仅是医学教育研究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是医学

教育研究的传播载体。因此，本研究以SCI医学教育

研究论文作为衡量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水平的

重要标志。由于数据库收录的综述、述评和信稿等其

他类型文献不同于原始论文（一次文献），所以本研究

选取的对象为在国际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论著

（article）。

第二，学术影响力。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

（Merton）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指出，科学的本质在于创

造知识、传播知识，科学家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同领域

内其他科学家的认可[3]。基于该理论，论文数量成为

学术影响力评价的主要指标。而美国心理学家卡特

尔（Cattell）提出了科学计量学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

——研究产出（productivity）和业绩（performance），即

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4]。研究者将学术影响力视为

研究主体的总体学术成就与贡献[5]。整体而言，考虑

到知识生产主体的成就与声誉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

研究成果来体现，本研究将学术影响力理解为：随着

论文的发表和传播，影响和改变其他研究者在该学科

领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的能力。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运用量化评价方法对研

究的国际影响力进行客观评价。李梅通过分析中国

教育研究的国际发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引用情况，从

知识产量、作者合作关系和高被引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三个维度来考察其学术影响力[6]。姚洁敏从发文年

代、期刊来源、作者机构及国际合作等方面来解析我

国医学教育研究领域目前的国际学术影响[7]。孙玉涛

认为研究主题的关注度和新颖性也影响国际影响

力[8]。普里姆（Priem）等提出“Altmetrics”这一概念，从

新闻、社交媒体和同行评议平台上学术成果的保存、

收藏、分享、评论等行为的角度进行计分，以反映学术

成果的社会影响力[9]。丁钢等指出研究成果的质量是

影响力的直接体现，论文被引次数受论文质量的影

响[10]。由此可见，发文量、期刊来源、国际合作、研究主

题和质量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反映研究成

果的国际影响力。具体缘由为：其一，通过发文量可

以直观判断研究成果的生产力。其二，分析论文发表

在哪些国际期刊上，可以判断国际期刊对我国论文的

接受程度，为后续论文的国际化发表提供参考，期刊

影响因子也可以用来衡量文章的影响力。其三，国际

合作是推动论文产出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用于判

断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维度。其四，分析论文的研究主

题有助于充分展示研究领域的特色、重点和焦点，以

更好地比较国内外研究热点的差异。其五，高质量论

文的研究设计和方法科学、结论可靠，能够帮助读者

更好地理解并引用研究观点或结论，是体现研究水平

的重要标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Medline、Web of Science、EBSCO ERIC、APA-

PsycINFO数据库覆盖了生物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艺术与人文、教育学、心理学领域。本研究通过上

述数据库检索了2021年12月以前发表的有关我国医

学教育的文章。Medline 数据库基于医学主题词

（medical subject heading，Mesh）建立，医学主题词是标

引和检索医学文献的依据，主要起到规范主题词、使

标引者和检索者在用词上达到尽可能一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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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主题词表对一系列具有同义性、近义性、学名与

俗名之别的词汇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把含义相同的文

献集中在同一规范的主题词下，主题词按等级从上位

词到下位词逐级编排，表达主题词之间的隶属关系。

在 医 学 主 题 词 表 中 Medical Education 包 含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和 Teaching

Rounds，因此在 Medline 数据库中使用医学主题词=

（“Medical Education”）检索；在其他数据库中使用主题

=（“Medical Education”OR“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OR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OR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 OR “Teaching

Rounds”）检索。同时，在各数据库检索时，限制研究

主题为“mainland China”“Chinese”“China”或者作者

地址为“China”，语言选择“English”。利用数据库的筛

选功能对相关论著（article）进行二次检索，并对二次

检索的文献条目进行再次梳理和精炼。由于本研究

的目的是通过我国研究者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医学

教育论文来分析我国医学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相对于其他作者而言更为重要，更

能代表研究的影响力，因此，纳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为我国内地研究者的医学教育研究文献。

（二）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计量法。本研究组建了具备医学信息

学、医学教育学专业背景的三人研究小组。所有论文

均由两名小组成员独立筛选，当摘要不能确定论文是

否符合纳入标准时，则将其纳入全文筛选，经过多轮

讨论后形成统一意见。研究小组收集了论文的题目、

期刊名称、影响因子、发表年份、关键词、摘要、作者及

所属单位、国家等基本信息，以便进一步分析评价医

学 教 育 研 究 论 文 的 国 际 影 响 力 。 主 要 运 用

VOSviewer①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11]，以期获得国

际医学教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第二，质量评价法。医学教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

可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类。本研究采用医学

教育研究质量工具（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Study

Quality Instrument，MERSQI②）评价我国医学教育定量

研究论文的质量。MERSQI涵盖10个条目，可分为研

究设计、样本、数据类型、评价工具的有效性、数据分

析和结果水平6个维度[12]。同时，采用定性研究报告

标 准（Standards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SRQR③）评价医学教育定性研究论文的质量。SRQR

共包含21个条目，可分为题目和摘要、前言、方法、结

果/发现、讨论、其他6个维度[13]。

三、研究过程及结果

（一）研究过程

本研究在Medline、Web of Science、EBSCO ERIC、

APA-PsycINFO数据库检索了我国医学教育研究相关

文献2000篇，其他来源文献5篇，共得到2005篇文献。

在删除323个重复项并筛选题目和摘要后，初步获得

405篇有效文献样本。在此基础上，依据已经建立的

文献筛选标准，最终获得226篇论文。随后，进行数据

收集与分析，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纳入论文的题目、

期刊、影响因子、发表年份、关键词及作者所属单位等

进行分析。对纳入论文按教育阶段分类后发现，院校

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类论文累计发文量分

别为124篇、49篇和48篇，涉及“院校-毕业后教育”和

“毕业-继续教育”相互衔接的论文为5篇；按照研究方

法分类后发现，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有208篇，采用定

性方法的论文有10篇，采用定量定性混合方法的论文

有8篇。最后，依据MERSQI的10项条目标准对定量

研究进行质量评价，依据SRQR的21项条目标准对定

性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并依据MERSQI和 SRQR共同

对定量定性混合研究进行质量评价（见图1）。

图1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实证分析的研究过程

（二）研究结果之一：文献计量分析

第一，论文产出能力及数量逐渐增长。我国医学

教育研究者于1994年第一次在国际公开发行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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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医学教育论文（article）。从1994年以来的我国医

学教育论文发表统计结果上看，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大

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体为：2013年以前发表量

少，每年发文量不超过10篇；2013—2018年，虽然每年

均有论文产出，但数量不多，发文量没有明显增长；随

着《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

见》《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文件的颁布实

施，2018年以后论文数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年均发文

量在30篇以上（见图2）。

图2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每年发文量

第二，高水平国际期刊发文数量不足。从发文期

刊的数量统计结果上看，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共发

表在100种国际期刊上，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合

计发表了119篇医学教育研究论文。其中，发表医学

教 育 研 究 论 文 数 量 较 多 的 期 刊 为 BMC Medical

Education、BMJ Open和PLoS One等医学专业期刊和综

合性期刊（见表1）。

表1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

第三，发文单位和国际合作机构相对集中。一方

面，从医学教育研究论文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来看，排

名前3位的发文单位分别为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见表2）。原因可能在于，北京大学和

中国医科大学等单位组建了医学教育研究专职机构，

成为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产出的重要“发动机”。

表2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单位

另一方面，从国际合作发文上看，我国医学教育

研究论文涉及与国外医学教育研究者合作发表的有

48篇，占我国总发文量的20.35%。我国与美国医学教

育研究机构合作发文数量最多，为29篇，其次为英国5

篇、澳大利亚4篇（见图3）。对国际合作论文的第一作

者所属单位加以分析发现，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

大学的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合作发文量最多，分别为5

篇、4篇和3篇。

图3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国际合作情况

第四，研究主题聚类明显。运用VOSviewer软件

对医学教育研究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选择共现

频次为5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意思合并后，获得了课

程和教学、临床能力评价以及职业发展3个聚类（见图

4）。其一，课程与教学主题反映了医学课程设计、课

程计划修订等改革措施，以及教学方法改革。在课程

方面，主要研究面向本科医学生、住院医师等不同层

次学生的课程改革。如将早期接触临床的理念纳入

医学专业实践课程，开设医患沟通[14]、同理心[15]课程

等。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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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创新与实施，如翻转课堂[16]、叙事医学[17]、临床情景

剧[18]、线上线下混合教学[19]、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20]

等，以及将现有技术、平台以及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在

教学中，如设计软件以帮助实习生掌握沟通技巧[21]、辅

助临床诊断[22]、将血管仿真模拟运用于临床实践以提

高住院医师的临床表现[23]等。其二，医学教育评价研

究主要包括对医学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基本知识、技能

的测量评价，以及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及能力的评价。

如：首都医科大学对皮肤科医生进行精神皮肤病学知

识与认知状况调查[24]；中国医科大学利用多源性反馈

对住院医师的专业性、人际关系和沟通技巧进行评

价[25]；中国科学院大学基于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

委员会六大核心胜任力设计问卷，评价放射科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效果[26]；四川大学对于三年级医学生

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考试成绩进行分析，评价教师

教学质量[27]。其三，职业发展方面主要包括焦虑、倦

怠、工作满意度、学习动机、职业选择等与医学生学业

及职业发展有关的研究。如：调查医学生焦虑[28]、倦

怠[29]、工作满意度[30]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医学生学

习动机、学业成绩与学习效能的关系[31]；调查COVID-

19对医学生的医疗职业和专业选择的影响[32]；了解医

学生的职业选择动机与医学生对职业精神的理解之

间的关系[33]；调查中国精神医学专业医学生的职业选

择及其影响因素[34]。

图4 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论文研究主题聚类

（三）研究结果之二：质量评价分析

第一，医学教育定量研究论文的设计和评价工具

的有效性有待提高。采用MERSQI评价216篇使用了

定量方法的医学教育研究论文的质量，MERSQI总分

平均值为12.05，标准差为1.55（见表3）。其中，医学教

育定量研究论文的样本选择可以达到统计效能，数据

类型多为客观测量而非主观评价，数据分析具有适当

性、复杂性。但在研究设计维度，仅1/4的研究纳入对

照组，大部分的研究采用单组横断面或单组实验设

计，只能对现状进行描述，不能推断教学干预和结果

的因果关系。在评价工具的有效性维度，大多数研究

并未报告所选评价工具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因此

无法判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而影响研究

结果的科学性。在研究结果水平维度，56.94%的结果

只对学生的满意度、态度、喜好程度等主观感受方面

进行了分析，并没有直接描述教育干预的实际效果。

第二，医学教育定性研究论文的方法尚待改善。

采用SRQR评价18篇使用了定性方法的医学教育研

究论文，SRQR得分范围为13—20分，平均值为16.78

分，标准差为1.90。SRQR各条目评价结果表明，医学

教育定性研究论文在摘要、前言、讨论和其他方面表

达较好，高于90%的条目有问题界定、伦理问题和利

益冲突等 11 项。而在研究者特征和反思（1/18，

5.56%）以及提高可信度的技术（4/18，22.22%）方面，论

文提供的基本原理解释较弱，表明其研究方法的质量

较差（见表4）。因此，研究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身

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主动以研究对象的视角为基

础，而不是依据研究者自身的行为和决定进行资料收

集与分析。同时，研究者还应该考虑研究结果的可重

复性，即：当再次访谈同一位研究对象或调查类似的

情况时，研究结果是否可以被验证。

（四）结果讨论

第一，我国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不足，具有

后发优势的国际话语体系尚未形成。其一，医学教育

研究起步晚，尤其是成果数量产出缓慢和相对不足[35]

的问题始终存在。依据《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报

告》对2008年至2017年全球医学教育论文的统计结

果，累计发文量最高的国家为美国，共发表19798篇，

我国仅为450篇[36]。其二，医学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

权威性、认可度和话语权亟待提高。国外学者在

Academic Medicine、Medical Education、Medical Teacher

和 Lancet、JAMA、BMJ等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了大

量医学教育文章[37]，而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者在这些期

刊上的发文数量不多。其三，医学教育研究的前沿

性、前瞻性和创新性仍然乏力。目前国内的医学教育

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特定地区、特定问

题进行研究，属于延伸性、验证性、补充性的研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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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则有大量研究从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研究主题的创设，如弱势群

体医学院校的入学机会研究[38]、医生受到的基于性别

的偏见研究[39]。而我国缺少创立范式、挑战范式和修

正范式的研究。另外，医学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院校

教育阶段，没有完全覆盖教育全周期和人才培养全过

程，并且研究范围和主题在各教育阶段间的分布不均

衡，对医学研究生和在职医护人员的医学教育研究

不足。

第二，我国医学教育研究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

在整体设计、方法使用和评价工具有效性方面存在明

显缺陷。其一，医学教育研究论文设计的系统性和科

学性不足。医学教育定量研究设计主要采用观察描

述性研究，缺少随机对照试验，无法推断教学干预和

结果的因果关系。其二，医

学教育研究方法普遍注重定

量研究，缺少定性研究的思

维和范式，尤其是欠缺定量

定 性 混 合 研 究 方 法 的 使

用[40]。这表明研究者普遍倾

向于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忽

视医学教育研究的多元性和

复杂性[41]。其三，医学教育

研究结果缺少有效的评价工

具。定量研究的评价工具有

效性和可靠性较差，不能保

证研究结果的信效度；定性

研究则缺少研究者特征反思

以 及 提 高 结 果 可 信 度 的

技术。

第三，我国医学教育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数机

构，并且这些机构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的范围和能力依然

有限。其一，医学教育研究

领域已有的国际合作论文主

要集中在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和武汉大学等研究机构。

由于长期受到经费投入不

足、科研人才匮乏等因素的

制约，研究机构的发展后劲

不足。其二，医学教育研究

机构的国际深度合作能力不

足。医学教育研究机构采取国际合作的成果产出数

量仅占总体的20%左右，并且合作国家以美国为主，

与其他国家间的合作关系相对分散，成果产出数量十

分稀少。同时，研究者的国际合作成果多采用“参与

式”模式，往往是常规性的“案例”和“证据”研究。

四、对策建议

（一）形成研究先导势能，支撑医学教育改革的创

新发展

第一，坚持发挥医学教育研究的理论供给与实践

指导作用。哲学、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

可以为医学教育中课程、教学及评价的改革及相关政

策的制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与学术支持。教育、卫生

行政部门的决策需要以医学教育理论为指导、以研究

表3 我国医学教育定量研究论文的MERSQI质量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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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导，强化医学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循证力度，

从而科学地推动医学教育改革的创新发展。第二，坚

持医学教育研究的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在医学教

育改革中有大量理论和实际问题亟须研究解决，医学

教育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应当围绕现阶段我国医学教

育改革关注的医教协同、供需平衡和培养创新等问题

开展研究，探索我国医学教育发展规律，对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给予合理解决，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医学教育科学。

（二）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赋能医学教育研究

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形成医学教育研究体制性支持合力。教

育、科技和卫健等行政部门应统筹医学教育研究工

作，建立齐抓共管和相互协同的科研管理体制，进一

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体系和推动成果转化。聚

焦国家卫生健康重大战略需求和医学教育改革目标，

加强医学教育研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和转化中心

等创新基地建设。依托医学教育研究机构的优势和

特色，扎根中国大地，打造一批高质量的医学教育研

究新型智库，为健康中国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提供新思想、新视角，贡献新智慧。全面增强医学教

育研究机构和医学院校的科研活力，提高其原始创新

和服务决策能力。第二，完善医学教育研究机制性体

系。政府应建立医学教育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设立

专项经费来支持研究投入与成果的应用转化。深化

医学教育研究激励与评价机制改革，转变医学教育研

究成果评价的理念和模式，构建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

献为导向的医学教育研究评价体系，充分激发医学教

育研究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政府和医学院校应加

强医学教育相关学科建设，加大医学教育研究后备力

量培养力度，深化医学教育研究人才医教协同培养模

式改革。另外，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中华医学会

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等学术团体和组织，应增加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

的数量和支持力度，形成医学教育研究的合力支撑体

系，同时开展医学教育研究相关的培训工作，普及先

进的医学教育研究理念、知识和方法，切实提高研究

人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三）推动研究范式创新，提高医学教育研究的学

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第一，强化医学教育研究自信。医学教育研究

者应全面总结、梳理和归纳我国医学教育研究的重

大成就和实践经验，瞄准国际医学教育研究的前沿、

趋势和热点，辩证地吸收国际先进医学教育研究成

果，建构中国特色医学教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

权，不断推动我国医学教育研究理论、方法和模式的

创新发展。第二，加强医学教育研究方法和工具的

集成创新。医学教育研究者应注重用科学化、数据

化和实证化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卫生健康和教育教学

相关领域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持续加强定量、定性及

定量定性混合研究方法的标准化与科学化应用。同

时应突破学科边界，加强医学科学与认知科学、生命

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理论、方

法和技术，构建医学教育研究跨学科、多学科和交叉

学科的新思维和新模式。第三，不断扩大医学教育

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政府和医学院校应积极开展医

学教育领域的科研项目合作，充分吸纳国际知名专

家学者加入研究队伍；支持和鼓励医学教育研究人

员广泛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一带一路”

医学教育联盟等平台定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打造

医学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传播载体，重点支持创

办一批能够代表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的高水平国

际化期刊，全方位分享我国医学教育研究领域的新

经验和新成果。

表4 我国医学教育定性研究论文的SRQR质量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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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VOSviewer是荷兰莱顿大学开发的一款被广泛应用于知识图谱分

析的软件，该软件用关联强度衡量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用公式Sij=

Cij/（WiWj）度量关键词i和 j的相似度。Sij表示关键词i和 j的相

似度，Cij为关键词i和 j的共现次数，Wi和Wj表示关键词i和 j的

出现次数。

②MERSQI由美国梅奥医疗中心的Reed教授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的研究人员共同制定，于2007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已

被广泛运用于医学领域的系统评价。每个维度的最高分为3分，

总分得分范围为5—18分，得分越高说明研究质量越好。

③SRQR是在美国医学教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由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医学院的O'Brien教授等人于2014年构建的定性研究报告

标准。SRQR已被列为“提高医疗卫生研究质量和透明性工作网”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

Network，EQUATOR Network）的定性研究报告规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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