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受到

师生的欢迎和认可)但该模式在中国高等院校尚处在探索阶

段#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思考)具体表现在!首先#选择合适的

教学内容是提高
J#Y

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J#Y

教学需要

教师进行充分的课前准备#提供难度适中的授课内容#营造和

谐*互动的学习环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自主*

协作学习)因此#

J#Y

教学模式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一定的

限制#并非所有的课程都适合
J#Y

教学模式#甚至是同一门课

程中也并非所有的章节都适合)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仔细研

究教学内容#利用网络资源*影像资料等多种手段准备相关背

景资料#以便在课堂上必要时引导讨论的开展)同时对
?4"J

和
P

4"J

的问题及答案都要字斟句酌#使其既要涵盖学生需

要掌握的相关内容#又要能引起争论#从而获得好的效果)其

次#精心组织教学过程是保证
J#Y

教学效果的关键)

J#Y

教

学过程的组织既要适应医学生思想活跃*创造性强的特点#又

要根据/临床心理学0学科特点给予学生探究*讨论的空间#以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激情)由于受到传统的被动接受

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学生对于
J#Y

教学参与积极性不高#甚

至个别学生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

(

)所以#教师应充分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帮助同学们转变学习观念#同时善于处理教

学过程运行的突发问题)如在教学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学生

因没有机会发言导致得分较低%课堂讨论结果不甚满意等'

$$

(

#

教师必须有足够教学技巧予以应对#确保教学过程顺利进行)

再次#要正确理解-小组.的概念#促进团队精神的形成)

J#Y

模式是以小组学习为特色的教学方法#但学生坐在一起学习并

不意味着就是
J#Y

模式)因为学生虽然作为群体在一起学

习#但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学习需求和愿望#不能产生团队协

作性合力#其实质依然是个体化学习)在
J#Y

教学过程中#必

须使每个成员明白其目标是共同的#个人目标有赖于集体和其

他成员目标的实现%同时要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每个学生

都能意识到个人对群体的责任)只有当小组成员之间荣辱与

共*同舟共济#成员之间彼此信任#有集体责任感#才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团队.)最后#

J#Y

模式对教师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的

要求)在
J#Y

教学模式中#学生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创造者*

实践者#教师则转变为学生获得知识的引导者*帮助者和促进

者)教学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随机性问题#这对教师的知识*能

力及课堂的驾驭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改进教学

理念#不断钻研业务#才能够控制课程节奏做到收放自如#还要

了解学生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具备处理临时问题*掌控教学过

程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
J#Y

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

(

)

总之#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进步#社会对医学人才的要求

也不断提高)医学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新的医学目标#激发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高校

教育工作者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将
J#Y

模式和传统的教学方

法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为/临床心理学0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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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医学的研究和发展)专业认同是指学习者在认知了解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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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行为和内心的适切感#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

入过程'

$

(

)影响专业认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文

化*国家政策*家庭期望等外在因素#也包括个人自身的兴趣*

价值观*能力*人格等内在因素#而内在因素的影响对专业的认

同起决定作用)专业认同不仅和专业本身有关#还和个人因素

有关#其中人格因素直接影响对专业性质的理解)专业认同是

一种认知#而对专业自身价值的认同是激励职业行为的根本动

因#可提高工作效率#获得更大的成功)而效率的提高依赖于

对时间的科学管理#时间管理是个体在时间价值和意义认识的

基础上#在活动和时间关系的监控和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

和行为特征'

(

(

)鉴于专业认同与时间管理及人格的关系#本研

究旨在从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入手#从实证角度对专业认同

与时间管理及人格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探讨现阶段专业认同

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医学研究生教育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选取吉林省三所医学高等院校$吉林大学*延边大

学*北华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对象)对在校的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中的一*二年级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问卷
&)(

份#回收率为
'+*,-U

)其中#有效问卷

为
&$%

份#有效率为
'-*+-U

)其中男生
$,$

人#女生
(&&

人#

硕士
(&)

人*博士
$,(

人#在职
'&

人*脱产
)($

人#基础
(()

人*临床
$'(

人)基础包括生理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微

生物学*免疫学*病原学*遗传学*病理与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

$$

个专业%临床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神经科*眼科*

耳鼻咽喉科*皮肤科*口腔科*护理等
$-

个专业)

?*@

!

方法
!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包括!专业认同问卷$

\Vg

&*时

间管理倾向问卷$

JX0V

&*大五人格量表$

#[V

&)

?*@*?

!

\Vg

!

\Vg

是由秦攀博*郭成编制的'

$

(

#问卷包括
()

个

题项#由认知性*情感性*行为性*适切性
&

个维度构成)适切

性是指广泛的评价#认知是专业认同的基础#认同需要内心在

情感和适切性方面的倾向#也需要行为上的外在体现)问卷采

用
Y?R7;>%

点自评式量表#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

评定为
$

"

%

分)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

#分半信度

+*')'

)

?*@*@

!

JX0V

!

JX0V

是由黄希庭*张志杰编制出中国青少年

JX0V

'

(

(

)问卷包括
&&

个题项#由时间价值感$社会取向和个

人取向的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设置目标*计划*优先级*

时间分配和反馈性&和时间效能感$时间管理效能和时间管理

行为效能&

)

个维度构成)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

和价值的稳定的态度和观念#包括时间对个体人生和社会发展

意义的稳定态度和观念#它通常是充满情感#对个体运用时间

的方式具有导向作用)时间价值感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

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它是通过一

系列外显的活动来体现#例如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

结果检查等一系列监控活动)时间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利用

和运筹时间的信念和预期#反映了个体对时间管理的信心以及

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估计#它是制约时间监控的一个重要的

因素)问卷采用
Y?R7;>%

点自评式量表#从-完全不符合.至

-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

"

%

分)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

"

+*I$

#重测信度$间隔
&

周&

+*,$

"

+*I%

)

?*@*A

!

#[V

!

依照
X/A;:7

和
AFC>:

等的命名法#构成人格的

大五因素分别是!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神经质*开放性)外

倾性表示热情*自信*有活力#还具有幸福感和善社交的特性#

而内向者的这些表现则不突出#但不等于自我中心和缺乏精

力)宜人性表示利他*友好*富有爱心#得分高的人乐于助人*

可信赖和富同情心#注重合作而不强调竞争#得分低的人多抱

有敌意#为人多疑#喜欢为了利益和信念而争斗)责任感表示

克制和严谨#与成就动机和组织计划有关#也称其为成就意志

或工作纬度)神经质主要依据人们情绪的稳定性和调节情况

而将其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某处#那些经常感到忧伤*情绪

容易波动的人在神经质性的测量上会得到高分)开放性是指

对经验持开放*探求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人际意义上的开

放'

)

(

)

#[V

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
!FLD

等

$''$

年编制的)本问卷采用的是由王才康
(++$

年翻译修订

的)该问卷共有
&&

个项目#由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神经质*

开放性
%

个维度构成)问卷采用
Y?R7;>%

点自评式量表#从-完

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

"

%

分'

&

(

)本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
+*I)

#效度为
+*'(

)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FS

.

;F

程序建库录入数据*筛选数

据%采用
\@\\$,*+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性别*培养类型*学位类型*专业

性质方面的差异
!

比较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

性别*培养类型$在职*临床&*学位类型$硕士*博士&*专业性质

$基础*临床&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性别'培养类型'学位类型'专业性质方面的差异比较#

3c7

%

因子

性别

男

$

&e$,$

&

女

$

&e(&&

&

P 8

培养类型

在职

$

&e'&

&

脱产

$

&e)($

&

P 8

学位类型

硕士

$

&e(&)

&

博士

$

&e$,(

&

P 8

专业性质

基础

$

&e(()

&

临床

$

&e$'(

&

P 8

专业认同
)*I,c+*-( )*-Ic+*-% $*(( )*+&

%

)*,%c+*%' )*,,c+*-- $*%% +̀*($ )*,)c+*-' )*I+c+*%, $+*I+ $̀*$$ )*-'c+*-, )*I&c+*-+ %*() (̀*))

"

认知性
)*')c+*,& )*,,c+*,+ +*$% (*$I

"

)*,'c+*,& )*I%c+*,$ +*+( +̀*,I )*I+c+*,% )*I'c+*-, (*%( $̀*(' )*,-c+*,& )*'(c+*-' +*&' (̀*)(

"

情感性
)*I-c+*,& )*,+c+*,- (*%& (*()

"

)*,)c+*,& )*,Ic+*,- +*+% +̀*%, )*,(c+*,I )*I)c+*,( &*(& $̀*)% )*,+c+*,- )*I&c+*,% $*%' $̀*I,

行为性
)*'$c+*,, )*,)c+*,) +*$( (*&'

"

)*I%c+*-, )*,'c+*,, (*-& +*-, )*,,c+*,' )*I&c+*-I -*,I $̀*+& )*,&c+*I+ )*IIc+*-I I*%I $̀*I&

适切性
)*I+c+*,) )*%)c+*,- +*)- )*--

%

)*--c+*,$ )*-)c+*,I $*,) +*(I )*-&c+*I$ )*-&c+*,+ &*I) +*+& )*%-c+*I+ )*,(c+*,$ (*%, (̀*$(

"

时间管理
)*-%c+*%$ )*&'c+*%% $*'I (*'I

%

)*&'c+*%+ )*%,c+*%% (*%$ $̀*)) )*%,c+*%- )*%&c+*%$ (*$- +*%& )*%+c+*%, )*-(c+*%+ )*&( (̀*$&

"

时间效能感
)*,&c+*-+ )*%-c+*-$ $*+, (*',

%

)*%Ic+*-) )*-%c+*-$ +*+( +̀*I, )*-&c+*-( )*-(c+*-+ +*$% +*&( )*%Ic+*-& )*-'c+*%, &*+, $̀*I'

时间监控观
)*%Ic+*%% )*&)c+*-$ )*I& (*%(

"

)*&(c+*%& )*%$c+*-+ (*)' $̀*)- )*%$c+*-$ )*&-c+*%, $*(% +*I& )*&&c+*-( )*%-c+*%% )*+- (̀*$+

"

时间价值感
)*,)c+*%I )*%,c+*%- +*(+ (*'+

%

)*%,c+*%& )*-%c+*%I $*)( $̀*$I )*-)c+*-$ )*-&c+*%) )*$% +̀*)( )*%'c+*-+ )*-Ic+*%) (*I+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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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专业认同与时间管理'人格的相关分析

因子
$ ( ) & % - , I ' $+ $$ $( $) $& $%

$

专业认同
$

(

认知性
+*,,(

%

$

)

情感性
+*'+I

%

+*-+$

%

$

&

行为性
+*I,,

%

+*%'(

%

+*,+%

%

$

%

适切性
+*I&I

%

+*%$%

%

+*-,,

%

+*,&(

%

$

-

时间管理
+*-%,

%

+*%&-

%

+*%&$

%

+*-$+

%

+*%,I

%

$

,

时间价值感
+*%$(

%

+*%$+

%

+*&+,

%

+*&%)

%

+*&$&

%

+*I$)

%

$

I

时间监控观
+*-+,

%

+*&%,

%

+*&'%

%

+*%I$

%

+*%-%

%

+*'-+

%

+*-&'

%

$

'

时间交通感
+*-,'

%

+*%'+

%

+*%I(

%

+*-+I

%

+*%%,

%

+*'+,

%

+*-',

%

+*I$%

%

$

$+

大五人格
+*&''

%

+*&&&

%

+*&('

%

+*)'I

%

+*&&-

"

+*%'+

%

+*%$(

%

+*%%-

%

+*%(&

%

$

$$

外倾性
+*&-,

%

+*&+$

%

+*)I&

%

+*&+%

%

+*&(-

%

+*%%I

%

+*&&+

"

+*%&)

%

+*%+(

%

+*I$(

%

$

$(

宜人性
+*),(

%

+*))&

%

+*))-

%

+*(I(

%

+*)$'

%

+*&%+

%

+*)I&

%

+*&(-

%

+*&+(

%

+*I&I

%

+*-)(

%

$

$)

责任感
+*&)(

%

+*)'-

%

+*)',

%

+*))$

%

+*)&-

%

+*&-%

%

+*&()

%

+*&()

%

+*&)$

%

+*I),

%

+*%I%

%

+*-&,

%

$

$&

神经质
+*(()

%

+*$-I

%

+*($I

%

+*$-+

%

+*(+&

%

+*)$'

%

+*(,I

%

+*)$$

%

+*(%-

%

+*,()

%

+*&(%

%

+*%II

%

+*%I+

%

$

$%

开放性
+*&'-

%

+*&-(

%

+*)I,

%

+*&+-

%

+*&,-

"

+*%-'

%

+*%$,

%

+*%(,

%

+*%+%

%

+*I()

%

+*-%)

%

+*%,'

%

+*%')

%

+*&+I

%

$

!!

"

!

!

$

+*+%

%

%

!

!

$

+*+$

)

表
)

!!

专业认同的层次回归#

$

%

步骤 变量
4

(

"G

H

QC>4

(

#

4

(

P !

#

[

#

!

$

性别*培养类型*学位类别*专业性质
+*+)% +*+(% +*+)% )*-I, +*++- )*-I, +*++-

(

时间管理
+*&&& +*&), +*&+' (''*,'+ +*+++ -%*+-( +*+++

时间管理*开放性
+*&-, +*&%' +*+() $,*,)I +*+++ %'*)'' +*+++

时间管理*开放性*尽责性
+*&,) +*&-& +*++- &*&)I +*+)- %$*',, +*+++

)

时间管理
^

神经质
+*&II +*&,I +*+$- $(*&+- +*+++ &I*)+' +*+++

表
&

!!

专业认同的层次回归#

(

%

变量
# \5 #7>: 8 ! JF=7;:D/7 ZV[

性别
+̀*+)) +*+&I +̀*+(% +̀*-I& +*&'& +*'&% $*+%'

培养类型
+*+$, +*+%- +̀*+$$ +̀*)+$$ +*,%- +*'%% $*+&I

学位类别
+*+'& +*+&, +*+,) (*+$, +*+&& +*',I $*+()

专业性质
+*+)& +*+&, +*+(- +*,(, +*&-I +*'-& $*+)I

时间管理
+*-+% +*+%) +*%+- $$*)$- +*+++ +*-)$ $*%I&

开放性
+*$-$ +*+-) +*$(, (*%,) +*+$+ +*%(+ $*'((

尽责性
+*$I- +*+-- +*$)+ (*I+& +*++% +*%'+ $*-'%

时间管理
^

神经质
+̀*(II +*+I( +̀*$)+ )̀*%(( +*+++ +*'(- $*+I+

0Q;E?DB:>CFD $*I',

@*@

!

专业认同与时间管理*人格的相关性
!

医学研究生专业

认同与时间管理*人格的相关性呈显著正相关$表
(

&)

@*A

!

专为认同的层次回归分析
!

首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作

中心化处理#这是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采纳了
"?2

R7D

等人'

%

(的建议%然后将专业认同作为因变量*时间管理作

为自变量*人格的
%

个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分
)

步使各变量分别进入回归方程!第
$

步将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强迫进入法使其纳入方

程%第
(

步采用逐步进入法使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入方程#时

间管理为自变量#人格的
%

个因素为调节变量%第
)

步仍采用

逐步进入法#进入的是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效应项#交互

效应项分别为时间管理和人格的
%

个因素相乘#以考察其调节

效应)其结果见表
)

*表
&

)

表
)

结果显示#

4

( 在每一步中不断增加#而
#

4

( 在每一

步中不断降低#说明引入新变量对解释因变量有显著贡献)对

回归方程有显著贡献的变量包括!时间管理#人格中的开放性*

尽责性#时间管理
^

神经质$

!

$

+*+%

&%其中时间管理*人格中

的开放性*时间管理
^

神经质对回归方程的贡献最为显著$

!

$

+*+$

&)表
&

结果显示!时间管理#人格中的开放性*尽责性

显著增加了对回归方程的解释$

!

$

+*+%

&#时间管理
^

神经质

显著降低了对回归方程的解释$

!

$

+*+%

&)此外#本研究还采

用容忍度$

JF=7;:D/7

&*

ZV[

和
0B

检验
)

个指标来考察多重共

线性问题)经检验分析#本研究的容忍度$

(

+*$

&*

ZV[

$

$

$+

&

和
0B

值$

GQ

$

G

$

&2GQ

&均在合理范围)

A

!

讨
!!

论

A*?

!

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性别*培养类型*学位类型*专业

性质方面的差异
!

在性别方面#男性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均

显著高于女性#说明医学研究生中男性对于医学的专业认同

高#对时间的监控和评价更积极%专业认同方面与王顶明和刘

永存'

-

(的研究结果相同#时间管理与赵建新和李健宁'

,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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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近)医学男性研究生对医学专业的认知更加明确#在情

感上更为认同#并伴有积极的外在行为和内心评价%尤其是对

专业的评价男性明显高于女性#由此导致男性对时间的价值和

意义认识更明确)在培养类型和学位类型方面#专业认同和时

间管理均无显著性差异#说明不论是在职学习还是脱产学习#

不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在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方面均无差异)

在专业性质方面#临床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中的认知性和适切性

显著高于基础#说明临床研究者对专业的认知更明确#对专业

的评价更高#这可能是由于临床研究生直接接触患者#能更好

地认识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因而对医学研究的评价也更

高%临床研究生的时间监控观明显高于基础#说明临床研究生

利用和运用时间的观念和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临床研究生既要

管理患者#又要进行医学研究#时间更加紧迫有关)总之#医学

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方面男性高于女性#临床高于基础%时间管

理男性高于女性#时间监控观临床高于基础)认知是对进入人

脑中的信息进行积极的加工过程#对情绪和行为具有决定性作

用#因此#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性别和专业性

质上的差别是由认知性因素所导致的)

A*@

!

专业认同与时间管理*人格的相关
!

医学研究生的专业

认同的各维度与时间管理各维度和人格的各维度均具有高度

相关)说明专业认同*时间管理*人格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

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主线可能是认知因素在起作用#个体的专

业认同和时间的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专业和时间的认知#

同时个体的认知又与人格紧密相关)因此#人格与专业认同和

时间管理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A*A

!

专业认同的层次回归分析
!

如果因变量
f

与自变量
b

的关系是变量
X

的函数#称
X

为调节变量)就是说#

f

与
b

的关系受到第
)

个变量
X

的影响#它影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

间关系的方向$正或负&和强弱)理想的调节变量是与自变量

和因变量的相关都不大'

I

(

)本研究将人格作为调节变量是由

于人格自身与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无关#但影响专业认同和时

间管理的方向和强弱)从表
)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学

变量后#时间管理#人格中的开放性*尽责性#时间管理
^

神经

质进入回归方程#显著增加了专业认同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

力)说明对时间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对经验的开放*探求的

态度*责任感#这些因素对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具有显著的

预测作用%时间管理与情绪的稳定性协同作用对医学研究生的

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从表

&

的结果可以看出!时间管理#人格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对专业

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时间管理增加的解释最为

显著#说明越是具有对经验的开放*探求态度*责任感越强#对

时间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越明确#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感也

就越强)当时间管理
^

神经质进入方程后#时间管理与情绪的

稳定性的交互作用显著降低了对专业认同的预测#表明时间管

理与人格因素中的神经质共同作用对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

和时间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消极的调节作用#说明如果医学研

究生对时间的价值和意义认识过于明确#再加上情绪的稳定性

过高#反而会显著降低对专业的认同)人格因素中的神经质对

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

向调节作用#说明人格因素作为第
)

个变量间接对专业认同和

时间管理具有调节作用)

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性别和专业性质方

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专业认同与时间管理*人格具有显著性相

关)时间管理#人格中的开放性*尽责性对专业认同具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时间管理与神经质的交互作用显著降低了对专业

认同的预测)医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在性别和专

业性质上的差别是由认知性因素所导致的%人格与专业认同和

时间管理相互促进*互为因果%越是具有对经验的开放*探求态

度#责任感越强#对时间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越明确#医学研究

生的专业认同感也就越强%人格因素中的神经质对医学研究生

的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人格因素作为第
)

个变量间接对专业认同和时间管理具有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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