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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医生职业要求不断

提高。“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ＧＭＥＲ）中明确指出“职业

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要求”是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的核心

内容［１］。多元时代背景下，职业价值观教育如何能适应当代的

需求，遵从医学教育规律，建立有效的教育途径，深化医学生的

职业价值观的教育，这是值得高校教育者思考的问题。针对这

一思考，本课题组在学生职业价值观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借鉴ＧＭＥＲ和“价值澄清理论”提出了“职业价值观双早教育

法”（以下简称“双早”教育），即建立学生能早期接触临床的职

业通识教育和早社会化的实践教育。这也是职业教育模式的

创新探索。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及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三段式”

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对学校各阶段临床医学本科学生进行职业

价值观现状调查。课题组自拟调查问卷，问卷参考Ｓｕｐｅｒ的工

作价值观、“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的职业价值表述项

目［２］，从追求卓越、利他主义、责任感、同情心、移情、负责、诚

实、正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几方面设定职业价值观问卷。共发

放问卷６５０份，回收６２８份，回收率９６．６２％。

依据现状调查结果，分析制订了“职业价值观早期教育计

划”，完善“早期医学职业通识教育”。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２００７级临床医学儿科方向学生（１０２名）作为实验对象，

运用“导医活动”、“角色扮演”和“团队辅导”等社会实践教育，

入学时开始设置“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的职业通识

教育，情景教育、名人名医事迹读书活动、价值观案例分析等，

开展为期２年的早社会化实践教育和早期接触临床以及职业

通识教育的实证研究，对照实验前、后其对职业态度、行为和伦

理价值观以及职业价值观的认知。结果采用双人双输录入数

据并进行校验，保证录入数据质量。

１．２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和χ
２ 检验。

实验结果采用实验组主观评价，实验前后自身对照的方法分

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医学生对“双早”教育提高其职业核心价值的评价　通过

预调查和专家咨询，课题组汇总出“利他主义、责任感、同理心、

诚实正直、团结合作”为医生职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实证

中分析医学生对这５种核心内容的认知度变化。从调查数据

表明，在回收的６２８份问卷中，即６２８名本校各阶段临床医学

本科生中，超过５０％的学生认为名人事迹读书活动对于培养

诚实正直、责任感、利他思想品格比较有价值和很有价值；

８７．７％的学生认为团队辅导活动对于培养团队合作的品格比

较有价值和很有价值；７５．４％的学生认为在参加“导医、见习

员”活动比较有价值和很有价值，８４．２％的学生认为“参观福利

院”对于培养责任感的品格比较有价值和很有价值；超过７０％

的学生认为“人文讲座”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培养责任

感的品格比较有价值和很有价值。学生表示愿意接受以上形

式的教育方式，并相信此方式可不同程度地提高职业价值观。

２．２　实验前、后对职业态度、行为和伦理价值观的比较　调查

结果显示，在职业意向上实验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然而，在提高学习兴趣、同情理解他人方面实验

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实验后对现在的

大学学习感兴趣的高达９８．９％，比实验前提高了１０％。

２．３　实验前、后的职业价值观认知比较分析　通过开展“名人

事迹”读书活动、“名医风采”专题讲座、专家 “成才之路”分享

活动以及团队辅导等系列人文与医学类教育。实验后实验对

象医学生对“科学精神、医疗技术、诚实正直”的认同度显著高

于实验前（犘＜０．０１）。这显示出本课题组设计的“双早”教育

模式，有利于医学生及早树立正确科学的职业价值观，增强他

们对医学职业的科学认知，见表１。

表１　　实验对象实验前、后对医生品质重要性的认识（％）

项目 实验前 实验后 χ
２／犘

科学精神 χ
２＝３．９６７

　很重要 ４８．３ ６４．１ 犘＜０．０００１

　比较重要 ２８．７ ２９．２

　有些重要 １８．４ ６．７

　不重要 ４．６ ０．０

　不必要 ０．０ ０．０

医疗技术 χ
２＝１．７４４

　很重要 ７９．４ ８５．４ 犘＝０．０７６

　比较重要 １８．４ １３．５

　有些重要 １．１ １．１

　不重要 １．１ ０．０

　不必要 ０．０ ０．０

诚实正直 χ
２＝２．７５８

　很重要 ５５．４ ６８．２ 犘＝０．００６

　比较重要 ３１．０ ２３．９

　有些重要 １０．３ ６．８

　不重要 ２．２ １．１

　不必要 １．１ ０．０

同情患者 χ
２＝０．０８５

　很重要 ５１．８ ４８．３ 犘＝０．９３２

　比较重要 ３１．０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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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实验对象实验前、后对医生品质重要性的认识（％）

项目 实验前 实验后 χ
２／犘

　有些重要 １６．１ １４．６

　不重要 １．１ ３．４

　不必要 ０．０ ０．０

利他思想 χ
２＝２．６１０

　很重要 ２９．９ ４１．０ 犘＝０．００９

　比较重要 ３６．７ ３７．５

　有些重要 ２９．９ １９．３

　不重要 ３．５ ２．２

　不必要 ０．０ ０．０

责任感 χ
２＝３．８８０

　很重要 ６７．８ ８５．４ 犘＜０．０００１

　比较重要 ２３．０ １４．６

　有些重要 ８．１ ０．０

　不重要 １．１ ０．０

　不必要 ０．０ ０．０

同理心： χ
２＝４．１３０

　很重要 ３８．０ ５１．７ 犘＜０．０００１

　比较重要 ３１．０ ３８．２

　有些重要 ２６．４ １０．１

　不重要 ４．６ ０．０

　不必要 ０．０ ０．０

３　讨　　论

３．１　“双早”教育模式，可以提高医学生职业价值观内化的有

效性　职业价值观的教育是综合系统工程，需要专业知识教育

和人文素养教育两大教育基础支撑。本结果表明，学生对医学

的职业期望的提高，也会提升学习的兴趣。实验中主要以人文

知识学习的内容设置，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同理心。在

学生阶段对其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环节。由对历史史实、政治制度、人文知识以及文学修养等多

方面知识充分的理解所累积起来的人文底蕴，不仅可以培养医

学生独立思考判断的习惯，而且能够激起他们内心深处最本质

的人文关怀精神，这种人文关怀精神体现在医生的职业中就是

对患者的关爱［３］。高素质的医学人才不仅体现在精湛的医术、

高水平的科研能力，还体现为高尚的医德。医学也是人文精神

的载体之一，医学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神圣、生命质量、生命

价值和人类健康与幸福的关注，是对人类身心健康与自然、社

会及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人文知识对

医学具有引导、制约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内在的人文修

养甚至比外在的专业技术更为重要［４］。在国内多数医学院校

把医学生的职业教育安排在大学毕业就业前期或进入临床实

习期，其教育效果十分滞后。“双早”教育模式可以更早、更长

时间地让学生得到医学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学习，得到临床医学

的早期的观摩学习。这是探索从专业、科学的角度进行医生职

业价值观的系统教育的新模式，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内化自

己的职业价值观，提高职业的忠诚度和稳定性。

３．２　“双早”教育新模式，拓展职业价值观教育渠道　专业教

育与人文素质及职业道德的培养脱节［５］。国外医学院校在进

行专业课程教学时，往往能很好地抓住有利时机，卓有成效地

开展职业道德教育［６］。让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早期接触社会

实践的“双早”医学教育新模式，有效克服传统课程体系造成的

“基础与临床割裂、理论与实践脱离，学生机械、被动接受知识，

主动学习和探索未知的积极性不足”等弊端。学生在“双早”模

式中可以广泛地与教师、患者、学生交往，教师有意无意地传授

他的价值观和态度。当然，这一切都会对教师的带教有更高的

职业要求。带教老师必须有能力去引导医学生在见习时关心

患者的生活，尊重患者的隐私，逐渐树立以解决患者痛苦为乐

的价值取向，以关心、体贴患者作为基本点，同时注重其个人素

质的培养。所以，教师也要时刻以身作则，有意识地培养医学

生“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医理念，

培养良好的从医素质［７］。

３．３　建立“双早”教育途径的启示　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攻

坚时期，要求高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的价值观，培

养高素质人才。高校德育工作要凸显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

中心，为学生的发展服务［８］。对医学生职业认知的教育更有其

深刻的影响作用。如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课题组

还需进一步实践和研究，不断完善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内容

的设计。在“双早”教育模式实证中，发现实验组在职业价值观

形成过程中存在学生学习兴趣高低与从业意愿不匹配的现象，

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具有可塑性和

可变性。同时，也提示学校的教育内容还需提高针对性和有效

性。大学时期开展有效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是可以影响大学生

一生的职业价值取向。从调查中反应出的部分学生的职业价

值观认知不明确、态度模糊，提示学校应抓好大学生职业价值

观教育的紧迫性。特别是要清醒意识到“以仁爱之心治病救

人”是当代医生的职业操守，在见习阶段注重对医学生进行职

业道德教育，养成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的良好品

德，意义深远［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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