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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是目前国内外医学院校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和考

核方法。儿科问诊对象多为家长，在儿科相关的医学教育中，一般采用标准化家属（standardized 

family，Sfam）扮演患儿家属，故儿科 SP 通常指 Sfam。现阶段，我国 Sfam 用于儿科教学的发展较为缓

慢。本文从儿科教学的特点出发，综述 Sfam 在儿科教学中的必要性、不同类型 Sfam 在儿科教学中的

应用、Sfam 与其他临床教学方式在儿科教学中的融合应用、Sfam 在儿科教学中的价值，并探讨未来人

工智能 Sfam 在儿科教学中的应用方向及前景。Sfam 经过多年发展，是一项经过验证的行之有效的教

学形式，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让更多的儿科临床教育者深入了解 Sfam 教学法，进一步推广 Sfam 教学

法在儿科教学中的应用，使其发挥最大效用，促进儿科教育事业发展。

【关键词】　标准化家属；　儿科；　临床教学；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　R72

· 儿科医学教育专题 ·

[4] 樊文香， 王瑞， 李春梅， 等 . 儿科临床研究协调员基本概况与

困境分析及解决方案探讨[J]. 中国新药杂志， 2023， 32（11）： 
1137-1142. DOI: 10.3969/j.issn.1003-3734.2023.11.010.

[5] Peng Z, Ma Y, Wang J, et al. Awareness of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toward ethics and protection of clinical trial patients 
[J]. Ther Innov Regul Sci, 2023, 57(3): 561-569. DOI: 10.1007/
s43441-022-00488-9.

[6] 李树婷， 刘洋， 高志刚， 等 . 中国临床研究助理的生态环境及

现场管理组织发展报告 [J]. 中国新药杂志， 2018， 27（11）： 
1266-1272.

[7] 樊兴芳， 王涛 . 专职 CRC 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现状调查[J]. 现
代医药卫生， 2016， 32（11）： 1615-1617， 1621. DOI: 10.3969/j.
issn.1009-5519.2016.11.005.

[8] 曹端文， 刘小健， 涂颖秋， 等 . 院外临床研究协调员“院内化” 
及其在试验质量管理中的作用[J]. 医药导报， 2018， 37（11）： 
1426-1429. DOI: 10.3870/j.issn.1004-0781.2018.11.035.

[9] Kim J, Kim MG, Lim KM. Participation in and withdrawal from 
cancer clinical trials: a survey of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J]. 
Asia Pac J Oncol Nurs, 2022, 9(4): 197-201. DOI: 10.1016/j.apjon.
2021.12.015.

[10] Berger GK, Neilson JC, King DM, et al. Impact of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on research output in orthopedic surgery [J]. J Comp 
Eff Res, 2021, 10(15): 1153-1158. DOI: 10.2217/cer-2021-0020.

[11] Chen L, Chen Z, Chen H. The appearance and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and proportion of the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service fee in drug clinical trial research fund and its impact on 
trial quality [J]. Cost Eff Resour Alloc, 2021, 19(1): 41. DOI: 10.
1186/s12962-021-00297-1.

[12] 郑佳冰， 陈玉玲， 施小勇 . 药物临床试验临床研究协调员工作

现状调查分析[J]. 海峡药学， 2021， 33（11）： 223-225. DOI: 10.
3969/j.issn.1006-3765.2021.11.076.

[13] 钟皎， 赵霞 . 我国临床研究协调员的现状分析[J]. 中国新药与

临床杂志， 2015， 34（12）： 918-920. DOI: 10.14109/j.cnki.xyylc.
2015.12.006.

[14] Hornung CA, Kerr J, Gluck W, et al. The competency of 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s: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J]. Ther Innov Regul Sci, 2021, 55(6): 1231-1238. DOI: 10.1007/
s43441-021-00320-w.

[15] 郑航， 唐亚岚， 孙鹤 . 我国临床研究协调员职业专业化现状与

发展建议[J]. 中国处方药， 2018， 16（2）： 8-10. DOI: 10.3969/j.
issn.1671-945X.2018.02.007.

[16] 漆林艳， 潘薇薇， 李春梅， 等 . 儿科临床研究协调员培养的初

步 探 索 与 实 践 [J]. 中 国 临 床 药 理 学 杂 志 ， 2017， 33（19）： 
1969-1971. DOI: 10.13699/j.cnki.1001-6821.2017.19.035.

（收稿日期：2023-10-25）
（本文编辑：邬小梅）

·· 332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4 年 3 月第 23 卷第 3 期　Chin J Med Edu Res， March 2024， Vol. 23， No. 3

基金项目：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1ZD0113505）；浙江大学医学院

2022 年教育改革项目（jgyb20222039）；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3C03029）；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

技司-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共建科技计划（GZY-ZJ-KJ-24085）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31120-01609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family in pediatric clinical teaching 
Yang Binbin1, Zhu Yueling2, Li Wei3, Gao Zhigang1, Hong Yunxia4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 Health, Hangzhou 310052, China; 2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 Health, Hangzhou 310052, China; 3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 Health, Hangzhou 

310052, China; 4 Education Office, The Children's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 Health, Hangzhou 31005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ong Yunxia, Email: chbyhjyb@zju.edu.cn

【Abstract】 Standardized patient (SP)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medical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in 

medical colleges at home and abroad. Pediatric consultations are mostly directed toward parents, so in 

pediatric education, SP is usually referred to as standardized family (Sfam), which is trained to portray the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Sfam in pediatric teaching in China is relatively 

slow.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diatric teaching,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necessity of Sfam,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fam, the integration of Sfam with other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value of Sfam in pediatric teaching, and also discusses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prospects of Sfam combin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ediatric teaching.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Sfam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We hope this paper can help more pediatric clinical educator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fam teaching method, and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Sfam in pediatric teaching to 

maximize its role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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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P）是指经过

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能恒定逼真地模拟临床病

人症状（含部分体征）且能准确表现患者实际临床

问题的正常人，其在医学教学培训中发挥扮演病人

或家属、充当评估者和教学指导员的功能[1]。儿科

SP 通常指标准化家属（standardized family，Sfam），主

要应用于临床教学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2]。自 1991 年

SP 引入我国以来，其在医学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但因儿科学的特殊性，Sfam 用于儿科教学的

发展较为缓慢。Sfam 是一项经过长期验证的可靠

的教学形式，将其推广到更多的医学教育单位有助

于推动儿科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文从儿科教学的

特点出发，综述 Sfam 在儿科教学中的必要性、应用

情况及价值，探讨 Sfam 未来在儿科教学中的可能应

用方向及前景，为 Sfam 教学在儿科教学中的应用与

推广提供参考。

1　Sfam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必要性

儿科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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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学科，儿科医学生的成长需要完成理论知识到

临床实践能力的转化，熟悉儿科常见病的发生发展

规律及诊断防治方案，明确疑难病的临床诊治思

维、检查步骤及鉴别诊断，掌握危急重症的抢救程

序和方法等。然而儿科实践教学面临诸多困难：儿

童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不能够清楚、客观地描述临

床症状；患儿易哭闹，体格检查常常不配合，家长对

临床教学有抵触情绪；儿科疾病具有季节性，病情

变化快，儿科教学过程中可能难以见到典型病例；

家长自我保护意识强[3]。上述诸多原因使儿科临床

教学工作难度增加，而 Sfam 模拟教学的应用使上述

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2　Sfam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2.1　Sfam 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范围

目前我国 Sfam 主要应用于儿科病史采集、医患

沟通、人文教育等临床技能的教学及 OSCE 考核中。

病史采集是儿科医学生临床教学最基本的环

节。由于儿科患者的特殊性，年幼患儿不能清楚、

客观地描述临床症状，病史采集绝大部分由患儿家

属提供。Sfam 可以给儿科医学生提供相对轻松的

氛围，能让医学生详细系统地询问病史，反复多次

练习，使医学生熟练病史采集流程、问诊内容，从而

能增强体会，更好地理解、认识疾病，掌握儿童典型

疾病的诊治处理流程及相关操作技能，当面对家长

时对采集病史更有信心[4]。

在儿科临床诊疗过程中，医患沟通、人文关怀

是每一位儿科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临床技能与素养。

临床医生和家属之间的有效沟通对于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至关重要[5]。由于患者年龄小，认知能力较

弱，配合力较低，当患者生病时，父母、长辈通常会

有明显的紧张焦虑情绪，儿科医生如疏忽大意，易

引发家属的不满情绪，甚至引起医疗纠纷，而高质

量的医患沟通可以使患儿家属获得安心和被认可

感，同时也使家属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6-7]。在

Sfam 教学模式中，模拟设立真实的案例情境，可以

锻炼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

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使学生的人文关怀素

养得到整体提升。

Sfam 是儿科临床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核心，

在儿科 OSCE 考核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OSCE

是一种知识、技能和态度并重的临床能力考核评估

方法，其考核标准统一，要求对考生临床技能的评

价具有广泛连续性，采用的测试手段需与临床实际

紧密结合，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平性与有效性[8]。

在儿科 OSCE 考核中，Sfam 可以模拟真实的临床场

景，更客观地考核医学生的临床技能（问诊、医患沟

通能力、人文素养等）和临床诊断思维能力；Sfam 可

以重复扮演同一个病例，使 OSCE 考核更公平公正；

根据考核要求的不同，Sfam 可在接受相应培训后扮

演不同病种的患者家属；Sfam 在表演结束后从患者

家属的角度对被考评的医学生进行评估和反馈，帮

助和指导医学生在今后的考核中改进和完善[9]。

Sfam 主要用于儿科临床教学及 OSCE 考核中。

Sfam 在病史采集、医患沟通、人文教育等教学模拟

场景中，使临床教学情景更加逼真，给医学生带来

最佳的临床实践体验；在 OSCE 考核中，Sfam 的应用

使考核更公平公正，值得进一步推广。

2.2　不同类型标准化家属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

用情况

2.2.1　职业标准化家属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Sfam 概念引入我国 30 年，很多医学院校都已经

开展了相关的教学项目。我国医学生多，医疗教育

资源相对紧张，Sfam 的引入可有效解决儿科临床典

型病例少、临床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目前职业

Sfam 多数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流动性较大，学历水

平参差不齐，要将其训练成为合格的 Sfam，在人员

培训和管理等方面均需投入大量经费，且普通人扮

演 Sfam 往往合作难，缺乏耐心，使 Sfam 的进一步推

广应用被制约。Sfam 的质量可靠性是教学与考核

结果可靠的前提，所以职业 Sfam 的培训与考核都需

要按照既定的标准来执行[10-11]，实现 Sfam 职业化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

2.2.2　学生标准化家属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为减少使用 Sfam 的费用，部分医学院校开始推

广学生 Sfam（student standardized family，SSfam）的应

用。结果显示，这一项目的推广不仅节省开支，而

且培训时间较职业 Sfam 更短，高年级的医学生经过

短期培训后可以达到职业 Sfam 的模仿程度，并且有

SSfam 经历的学生在接触患者时，交流技能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12]。SSfam 与同伴角色扮演（peer role 

play）存在相似之处，都是通过让学生扮演患者家属

来模拟临床情境以达到练习的目的。但他们也存

在明显的不同，同伴角色扮演通常应用于相同学习

进度的学生间的课堂临时发挥，可相互交换角色练

习临床操作，一般没有严格的培训标准，较少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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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时应用；而 SSfam 一般有更严格的执行标准，人员

一般是通过志愿者形式募集高年级医学生，不管是

招募、培训、考核还是管理标准都接近职业 Sfam，不

仅在平时的课堂与训练中使用，也可以在考核时应

用[13-14]。参加 SSfam 培训的学生，普遍觉得自己的

医患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及临床基本知识

得到提高。相较于没有 SSfam 经验的学生，这部分

学生有着更高的 OSCE 成绩[15]。SSfam 培训能明显

提高其诊疗技能、自信心和思维，并在培养学生临

床能力的同时，提升学生共情能力、人文关怀精神

的修养。但该项技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医学生往

往习惯于在应用中使用医学术语，这在最初模仿时

比较突出，但随着应用增多和反复强调，术语的使

用逐步减少[9]。

2.2.3　教师标准化家属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标准化家属（teacher standardized patient， 

TSfam）是常规 Sfam 概念的扩展。教师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对疾病有深刻的理解，也更能体会患儿

家长的痛苦与情绪，培训难度相对较小，而且教师

本身专业性强，可充分了解学生的不足之处并及时

进行反馈，侧面促使学生进步。大多数教师认为，

担任 Sfam 的经验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沟通技巧在

临床中的重要性，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临床教学

技能[16-17]。面对教师，学生对于临床的陌生感降低，

而教师角色扮演可以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促进学

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与教师积极互动，更

容易掌握临床的实践技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国内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 TSfam 在临床教学

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临床实践和临床思维的提高上

具有明显的效果[18-19]。

各类 Sfam 本质上都是家属 SP，选择何种类型的

Sfam，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与考核目标。但所有

类型的 Sfam 都有其相应的培训、考核和管理标准，

这是其可靠性得以保障的前提。

2.3　Sfam 与其他临床教学方式在儿科临床教学中

的融合应用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以 案 例 为 基 础 的 学 习（case-based learning，

CBL）和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eam-based learning，

TBL）是临床中常见的教学方式，Sfam 在儿科临床教

学中的应用往往需要和各种教学方式相结合，而与

婴儿急救培训的高级模拟人（SimBaby）等辅助教学

手段的联合应用，使 Sfam 的教学领域进一步拓展。

2.3.1　Sfam 与 PBL、CBL、TBL 的结合应用

PBL 是以问题为基础、教师引导学生、学生进行

组内讨论以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让

学生对依托典型病例的 Sfam 进行病史的询问及采

集，由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诊断、鉴别

诊断及治疗方案，随后教师进行总结及点评，并进

行知识拓展。在这一模式中，问题陈述的质量对教

学效果有很大的影响[20]。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对所学知识形

成整体认识，形成正确的临床思维模式[21]。CBL 是

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通过引入典型病例，围绕案

例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以这些问题为基础开展教

学[22]。Sfam+CBL 联合应用，既可提升学生的学习成

绩，又可调动学生对疾病的探索、研究，发挥其主观

能动性[23-24]。TBL 是以团队为基础的教学，其形式

多样，主要通过团队或小组协作来解决临床问题并

发掘、拓展相关临床知识。TBL 教学能加强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增强团队协作能力[25]。白明辉和季佳[26]

在儿科临床见习的教学中尝试使用 Sfam 结合 TBL，

发现学生成绩及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其对加强教学

薄弱环节、辅助儿科临床实践能力的培训有明显

效果。

2.3.2　Sfam 与 SimBaby 结合应用

SimBaby 是一种可携带的高度智能化婴儿模拟

病人，可模拟婴儿的多种正常体征和异常体征，可

以进行多种医学技能操作和急救的模拟培训[27]。

SimBaby 的应用解决了儿科患者典型病例缺乏的不

足，可以让学生进行教学练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Sfam 和 SimBaby 联合应用可为临床毕业儿科考核提

供一个模拟的、逼真的临床环境[28]。国外很多医学

院校已经证实了 SimBaby 的教学效果，但因设备要

求高及教育理念的差异，目前国内该项目普及度尚

不高，有待进一步推广[29]。

Sfam 与其他临床教学方式在儿科教学中的融

合应用是教学形式的拓展与延伸，可更好地调动学

生学习积极性，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使教学效果更

加卓越。

3　Sfam在儿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Sfam 在现代儿科医学生的临床能力培训及考

核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Sfam 十分贴近真实患儿

家属，能稳定、逼真地表演患儿家长焦急、担心的情

绪，采用的临床案例也更为典型，可以让儿科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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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接近真实的临床场景中系统、规范和反复练

习。在儿科 OSCE 考核中，Sfam 的应用为考核提供

了一个逼真的临床环境，让每个医学生在相同的标

准下进行考核，从而使考核结果更加公平、有效，

Sfam 的评估与反馈有助于医学生继续改进[30]。Sfam

教学模式的应用有效地缓解了儿科教学资源匮乏、

临床教师教学压力大等问题，帮助医学生掌握儿科

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培养了其临床思维、医患沟

通、人文关怀及团队合作等能力，帮助儿科医学生

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儿科医生。

4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Sfam中的应用与发展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出现让传统的 Sfam 教学迎来大

的变革。以大数据模型的人工智能为例，它能智能

化地对医学生的提问作出合理的回应，配合预设的

病案，训练问诊技能，这将进一步降低教学培训成

本，缩减教师与传统 Sfam 的教学时间[31]。普通的 AI

往往仅能提供声音反馈，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的加

入，使虚拟 Sfam（virtual standardized family，VSfam）

的全息影像得以实现，用户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拥

有更逼真的模拟情景[32]。VSfam 理论上能实现传统

Sfam 的所有操作，并且这将是一个泛用性的模型，

只要建立好基础的模块，输入不同的病案，就能得

到一个标准、公正的 Sfam。此外，VSfam 还可以根据

设定的不同人格情绪特征来模拟实际临床中各种

复杂的情况[33]。在 AI 算力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在一

个场景中生成多位 VSfam，甚至还原出完整的临床

情境，而这将给医学生带来可预见的最优化的教学

体验。VR 技术的应用使虚拟的临床场景可以完全

呈现，使全息的 Sfam 影像得以实现；AR 技术的应用

使虚拟操作成为可能，结合 3D 打印技术可以实现各

外科模拟操作[34]。除了临床教学的应用，VSfam 的

应用也将让 OSCE 形式更加多样化、体验更贴近临

床现实，在达到考核效果的同时，也使医学生得到

进一步的学习与训练，寓教于考。

目前 AI 的智能化与算力存在极限，无法完全模

拟出人类的情绪变化，需要根据预设的程序来进行

反馈，但随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数据模型人工

智能的迭代更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随机对话虚拟

教师出现，VSfam 的实现指日可待[35-36]。

5　结语

Sfam 是儿科教学中的一项重要教学形式，长期

的临床教育实践证实了 Sfam 的可靠性与应用价值。

从教学到考核，从临床技能到人文素养，Sfam 的教

学已应用到儿科教学各个方面。不同教学形式的

结合运用使 Sfam 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拓展，也使其效

用更加卓越。在可预见的未来，Sfam 仍将会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 Sfam，

还是 SSfam、TSfam，抑或是现在正在尝试的 VSfam，

都将在儿科教学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引导医学生完

成从理论课堂到临床实践的跨越，推动儿科教育事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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