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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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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测评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遵循通用量表的规范与要求，采用文献调研、专家论证、样本调查等方法，

构建包括沟通态度、沟通内容、沟通效果 3 个维度 18 个条目的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体系。结果表明此体系

可在我国医患沟通技能教学中推广应用，对提升我国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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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LIU Jianghua, CHEN Guodong, ZHAO H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medical student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follow the norm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scale, the study used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demonstration, and sample 

survey. The study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medical student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which 

include eighteen items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attitude,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can be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hina, and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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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提高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素养与医患沟通能力

是有效缓解医患关系的“良药”之一[1]。医学生人

文素质和医患沟通能力的提升已成为高等医学教

育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塑造医学生共情共

感能力、提高医患沟通水平、培养人文关怀技能成

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必然趋势[2]。良

好的医患沟通技能能提高医患交流效率[3]，为患者

提供更好的情感支持[4]，使患者在治疗、康复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降低[5]，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

相较于医学专业知识培训，人文教学和医患沟通能

力的培育长期以来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领域受关

注程度尚浅，高等院校较少系统开设医患沟通专业

课程。 

医患沟通的复杂性决定了传统教学评价体系

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亟待建

构。国外较成熟的应用于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

的量表有 SEGUE、AACS，评价者包括实际病人、

标准化病人、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等，能够比较

客观地评价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6-8]。国内学者或直

接借鉴 SEGUE 量表[9,10]，或在国际量表的基础上进

行修订、补充，制作了医学生沟通技能态度量表[3]、

“五习惯”医患沟通评价量表[11]等。梳理国内研究

成果时发现，目前我国学者自行编制的量表有医学

生医患沟通行为量表[12]、医患沟通质量评价量表[13]

和口腔医患沟通量表[14]等。但上述自编或改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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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仍存在不足，评价内容片面，不能全面反映医

学生医患沟通能力。首先，“五习惯”医患沟通评

价量表、医患沟通质量评价量表和口腔医患沟通量

表是针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制作，目的在于评判医务

工作者的医患沟通能力，能否应用于医患沟通教学

评价缺乏有效支撑。其次，医学生沟通技能态度量

表、医学生医患沟通行为量表虽针对医学生进行设

计制作，但医学生沟通技能态度量表评价的是医学

生对医患沟通技能的学习态度，医学生医患沟通行

为量表仅评价医患沟通行为。忽略了医患沟通评价

的系统性、全面性，难以精准评估医学生的沟通技

能，更勿论及时发现学生在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协

助教师针对性地指导，提升医患沟通教学的实效

性，无法为教学方法改进及学生能力提升提供有效

指导[7]。 

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估体系的建构需要充

分考虑我国文化背景、医疗行业特点及医学教育共

性，要既适用于真实临床诊疗情景，又能够对医学

生进行系统、科学与客观评估的多维度评价。基于

此，本研究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以下简称

住培学员）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医疗体系实际情

况、医患沟通现状以及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的

缺陷等因素，按照量表设计原则和方法，建构医学

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推动新时代

医患沟通人文教育的发展。 

二、医患关系评价体系建立 

（一） 测试量表的形成 

治疗应在接纳及尊重并且共情的氛围中非指

导性地进行，并把共情、接纳、尊重归纳为内在态

度[15]，其核心在于以患者为中心。弗林特提出“沟

通”概念的适用范围包括信息传递、想要给出或接

受的内容、试图说服对方的过程、通过信息渠道传

导的信息流等[15]。基于上述概念，笔者认为良好的

医患沟通是医生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态度，传

递恰当的内容，最终达到理想的沟通效果，使得医

疗过程在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顺利进行。本研究

结合中国医疗体系实际情况、医患沟通现状以及医

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的缺陷等因素，按照量表设

计原则和方法，首先梳理现有文献[6,10,12,13，16-19]，探

索有代表性并适合本研究的维度及条目。其后，邀

请专家进行论证，通过逐条讨论，对梳理出的条目

进行修改和筛选，从沟通态度、沟通内容、沟通效

果等三个维度，构建“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量

表”条目池，条目来源如表 1 所示。 

表 1 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测试量表 

维度 条目 来源 筛选结果 

沟通态度 接待态度、医者形象 [20-23] 保留 

 沟通时耐心、与病人有互动 [24] 保留 

 采用的沟通方式、方法恰当 [25,26] 保留 

 沟通语言、语速、语调恰当 [27] 保留 

 能够理解，并安慰、鼓励病人 [27,28] 保留 

 沟通中具有良好的变通能力 专家意见 因子分析删除 

 在沟通中能够引导把握沟通主题 [29,30] 因子分析删除 

 医疗规范、合理应对 专家意见 敏感性分析删除 

 保护病人身体、相关隐私信息 [3,27,28] 保留 

 给予病人选择的余地 [27,31] 因子分析删除 

 解释医疗资源使用 [32] 内部一致性分析删除 

沟通内容 核实病人的个人信息 [28] 相关性分析删除 

 对所获得的病人信息进行有效整理、判断 [27,28] 保留 

 适当的沟通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和个人史 [27,28] 敏感性分析删除 

 查体前、查体后有必要的沟通 [27,28] 保留 

 实验室检查的必要性沟通 [24,31] 保留 

 沟通疾病诊断、病情 [6,24,27,31] 保留 

 诊疗过程专业、规范 专家意见 保留 

 患者有治疗方案的选择 [24,31]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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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维度 条目 来源 筛选结果 

 诊治计划、步骤的沟通 [18,30] 保留 

 合理地告知诊疗后预期的疗效 [33] 因子分析删除 

 能够合理地告知患者治疗费用情况 [24,31] 因子分析删除 

 尊重病人的选择余地(选择权) [27,31] 保留 

沟通效果 沟通有效、可取得患者信任 [27,28,34,35] 保留 

 沟通过程中的整体氛围好 专家意见 保留 

 患者积极配合诊疗 [14,27,28] 保留 

 沟通过程中医患的互动频率高 专家意见 保留 

 

本研究随机抽取 10 名临床医学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进行预调查以验证量表条目池的合理性，并通

过反馈意见进一步对条目进行调整。预调查所用问

卷由五部分组成：问卷说明，包括该问卷调查的目

的及沟通测试的接诊程序的简要介绍；基本资料，

主要有学生、患者、评价者基本资料；沟通能力测

评部分，根据学生接诊过程中实际情况，采用 Likert

五级评分法，1~5 级分别为不及格、及格、一般、

良好、优秀；评价与反馈，主要为评价者对评估表

的反馈意见；评分参考标准，用于培训评价者，以

统一评价者的评分标准。最终形成测试量表，共 27

个条目。 

（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方式，选取某三甲

医院需参加出科考核的住培学员为研究对象，以病

房住院患者为沟通对象，各科室住培秘书担任评价

者，评价地点为各临床病房，对患者初次接诊、询

问病史、体格检查、制定诊疗计划、给予出院医嘱

等诊疗全过程情景进行医患沟通能力评价。 

2018 年 10 月抽取住培学员 194 名，以测试量

表作为问卷，向评价者发放问卷 194 份。经数据清

洗，去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82 份，有效

回收率为 93.8%。将 10 月有效问卷用于条目筛选和

探索性因子分析，形成正式量表。2018 年 11 月抽

取住培学员 254 名，以正式量表作为 11 月份问卷，

向评价者发放问卷 254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2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1.3%。11 月份有效问卷用于信度和

效度的分析。 

（三）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3.0及AMO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量表条目筛选采用决断值、相关性分析、内部

一致性分析及因子分析等方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

析评价量表结构，采用同质信度、分半信度和组合

信度评价量表信度，同时效度、结构效度评价量表

效度。检验水准 α=0.05（双侧）。 

三、结果与分析 

（一） 量表条目筛选结果 

经构建条目池、专业论证、预调查形成测试量

表。测试量表经条目筛选结果如下： t 检验结果显

示有 2 个条目（医疗规范、合理应对，适当的沟通

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和个人史）未达到显著性，

说明这 2 个条目在高分组、低分组之间无差异，不

能有效地区分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考虑剔除（表

1）。Pearson 相关系数法分析结果显示，有 1 个条

目（核实病人的个人信息）相关系数小于 0.4，说

明该条目同质性不佳，其所体现的差异不能真实地

区分沟通能力，考虑剔除。内部一致性分析表明，

1 个条目（解释医疗资源使用）使整体克朗巴赫系

数增大，说明该条目内部一致性不佳，考虑剔除。

因子分析显示 5 个条目因子（沟通中具有良好的变

通能力，在沟通中能够引导把握沟通主题，给予病

人选择的余地，合理地告知诊疗后预期的疗效，能

够合理地告知患者治疗费用情况）负荷小于 0.4 或

在 2 个及以上因子中负荷大小相近，可以认为这 5

个条目对于本量表的贡献度较低，考虑剔除。经筛

选后，18 个条目进入探索性因子分析。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 检验、Bartlett’s 球形检验可以判断各条

目能否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18，

Bartlett’s球形检验 2为 2837.608，P < 0.001，说明

量表构念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存在公共因素。

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因子，使用 Varimax 正交旋

转法，以特征值>1 为抽取因素标准，提取的 3 个公

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7.422%，具有较好的解释

度。具体的因子方差贡献率及旋转后因子负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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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根据条目所含信息，将 3 个公因子分别命

名为“沟通态度”“沟通内容”“沟通效果”（表

2）。从表 2 可以得出，进入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18

个条目在 3 个公因子上有较为明确的隶属关系。隶

属于公因子“沟通态度”的条目包括：CA1、CA2、

CA3、CA4、CA5、CA6，隶属于公因子“沟通内

容”的条目包括：CC1、CC2、CC3、CC4、CC5、

CC6、CC7、CC8，隶属于公因子“沟通效果”的

条目包括 CE1、CE2、CE3、CE4。本文构建的量表

中的 3 个维度沟通态度（CA）、沟通内容（CC）、

沟通效果（CE）与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的 3 个公因

子吻合。另外，专家组认为条目“CC8：尊重病人

的选择余地（选择权）”可能更偏向沟通时的态度，

考虑到调整后的量表结构更加明确、容易解释，项

目分配也能合理解释其所在的维度，因此将此条目

归为“沟通态度”维度中。由此，最终构成正式的

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量表，其中沟通态度 7 个

条目，沟通内容 7 个条目，沟通效果 4 个条目。 

表 2 因子分析旋转后因子负荷矩阵及方差变异解释 

变量 条目 沟通态度 沟通内容 沟通效果 

CA1 接待态度、医者形象  0.835   

CA2 沟通时耐心、与病人有互动  0.829   

CA3 采用的沟通方式、方法恰当  0.814   

CA4 沟通语言、语速、语调恰当  0.813   

CA5 能够理解，并安慰、鼓励病人  0.735   

CA6 保护病人身体、相关隐私信息  0.525   

CC1 对所获病人信息进行有效整理、判断   0.764  

CC2 查体前、查体后有必要的沟通   0.762  

CC3 实验室检查的必要性沟通   0.748  

CC4 沟通疾病诊断、病情   0.739  

CC5 诊疗过程专业、规范   0.696  

CC6 患者有治疗方案的选择   0.694  

CC7 诊治计划、步骤的沟通   0.634  

CC8 尊重病人的选择余地(选择权)   0.529  

CE1 沟通有效、可取得患者信任    0.877 

CE2 沟通过程中的整体氛围好    0.874 

CE3 患者积极配合诊疗    0.769 

CE4 沟通过程中医患的互动频率高    0.502 

 特征根  4.501  4.263  2.697 

 方差贡献率(%) 26.478 25.079 15.865 

 

（三）量表信度分析 

1. 同质信度 

同质信度是反映量表内部条目一致性程度的

指标，一般采用克朗巴赫系数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总量表克朗巴赫系数为 0.867，量表各维度的克朗

巴赫系数均大于 0.70，表明总量表及量表各维度的

一致性均可接受（表 3）。 

表 3 量表的同质信度、分半信度及组合信度 

 同质信度 分半信度 组合信度 

总量表 0.867 0.730 - 

沟通态度 0.851 0.796 0.816 

沟通内容 0.839 0.776 0.764 

沟通效果 0.781 0.812 0.823 

 

2. 分半信度 

分半信度反映测试相同内容一致性的程度，将

条目按序号奇偶分为两组，比较两组条目分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总量表的 Guttman 系数为 0.730，3

个维度的 Guttman 系数均大于 0.7，表明总量表及

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均可接受。 

3. 组合信度 

组合信度是 Joreskog根据信度的概念以及结构

方程理论中的同属模型提出的，是模型潜在变量的

信度系数。本量表中 3 个维度的组合信度为 0.764～

0.823，均在 0.75 以上（表 3），属于组合信度的可

接受范围[36]。 

本研究结果的同质信度、分半信度、组合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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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说明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

价量表设计较好，具有可靠性。 

（四）量表效度分析 

1. 同时效度 

如表 4 显示，医学生医患沟通评价量表与课题

组同时进行的 SP 评价量表在总量表及维度之间均

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两个量表之间具有很好的同

时效度，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量表适用于医学

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 

表 4 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评价量表与 SP 评价量表的相关性 

教师评价 

SP 评价 
总量表 沟通态度 沟通内容 沟通效果 

总量表 0.516** 0.403** 0.383** 0.294* 

人文关怀 0.429** 0.364** 0.285** 0.295** 

沟通内容 0.380** 0.207* 0.425** 0.251** 

沟通态度 0.348** 0.316** 0.219* 0.396** 

沟通效果 0.408** 0.299** 0.314** 0.396**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2. 结构效度 

由表 5 显示，量表的 3 个维度得分与总分之间

的相关系数为 0.632～0.756，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0.306～0.534，相关显著（P < 0.01）。另外，

沟通态度维度中条目与维度的相关系数为 0.671 ~ 

0.825，沟通内容维度中条目与维度的相关系数在

0.595～0.760，沟通效果维度中条目与维度的相关

系数为 0.683～0.826，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

度。结构效度的高低由模型拟合度来反映，拟合度

高说明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对提出

的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以拟合优度指数（GFI）、

标准拟合指数（NFI）、相比较拟合指数（CFI）、

对拟合指数（RFI）、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

作为评价指标。一般认为 GFI、NFI、CFI、RFI 大

于 0.9 表示模型十分理想，接近 0.9 认为模型良好
[37]；另外，一般要求 RMSEA 小于 0.1。本研究结

果显示，RMSEA 为 0.054，其他拟合指标中

GFI=0.816、CFI=0.849、RFI=0.852、NFI=0.812，  
 

表 5 各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性 

 沟通态度 沟通内容 沟通效果 

沟通内容 0.402**   

沟通效果 0.306** 0.534**  

总量表 0.632** 0.756** 0.731** 

 

均接近 0.9，说明模型与观察数据契合，所有指标

均达到要求，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提示本研

究构建的正式量表结构合理。 

四、结论  

本研究从多维度反映医患沟通能力，系统确立

了“沟通态度”“沟通内容”“沟通效果”的三重

维度指标。经过制定条目池、预实验、正式临床现

场调查三步编制程序，并对条目的敏感性、代表性、

一致性及稳定性方面进行了严格的筛选，采用同质

信度、分半信度、组合信度、同时效度和结构效度

一系列指标来检验该量表的科学性。结果显示本研

究构建的医患沟通评价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明

确的隶属关系，结构合理，评价结果可靠，可以作

为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水平评估工具。同时，具

备医学生沟通能力的教学针对性，解决了以往我国

缺乏针对教学的多维度医患沟通能力量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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