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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明确“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就业竞争力培

养成为能力培养的重中之重。本院是医药类高职院校，按照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前提，不

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取得显著成效。为研究毕业生的就业竞

争力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关系，采用徐涌金等［１］和邱国丹［２］的方

法构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在本院２００８届和２０１０

届毕业生中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本院２０１０年毕业的江苏籍学生１４５５名

为实验组，其中，男１２３名，女１３３２名；专业有药学、护理、医

学影像技术、康复治疗技术、医学美容技术、药物分析技术、药

品经营管理、药物制剂技术、卫生信息管理、医疗器械维修技术

等１０个专业。以本院２００８年毕业的江苏籍学生６２１名为对

照组，其中，男６９名，女５５２名；专业有药学、护理、医学影像技

术、康复治疗技术４个专业。入学时高考成绩实验组为

（２９１．２６±１３．１４）分，对照组为（２９０．３２±１０．１７）分，经统计学

处理，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１．５８，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　采用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通过进行文献调研，搜

集资料，根据徐涌金等［１］和邱国丹［２］的方法构建学生就业竞争

力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创新能力、求职

能力和适应能力等５个部分。求职能力、适应能力测试时间为

毕业满一年时，其余测试时间均为二年级结束，学生即将进入

毕业实习岗位之时。

１．２．１　专业能力测试　专业能力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理论知识通过理论考核完成，内容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程，

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类，题量为５０条选择、８条名词解

释、６０格填空、４条问答，为百分制。实践能力通过实践考核完

成，由５０条基本操作构成，随机抽题，为十分制。

１．２．２　职业能力测试　职业能力包括职业意识、职业素养、职

业技能等，参考黄彩虹［３］的方法进行学生职业能力评估，方法

为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问卷调查计３０道作定量调查，访谈计

１５道提纲作定性测量。

１．２．３　创新能力测试　创新能力包括智力能力和非智力能

力，智力能力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方法，整个测验一共由６０

个题目组成，按逐步增加难度的顺序分成Ａ、Ｂ、Ｃ、Ｄ、Ｅ５组，每

一组包含有１２个题目，也按逐渐增加难度的方式排列，进行分

别编号。评分时记录原始分，再换算其智商值。非智力性能力

采用卡特尔测试软件中的《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问卷》［４］，取

其中的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独立性和自律性因素进行测

评，对问卷进行自动评分，标准分由所得分数换算，最终得分以

标准分为准。

１．２．４　求职能力测试　求职能力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网”的方

法，从自荐、表达、交往３个能力维度出发，设计２４条问卷，备

选以“１不是、２基本不是、３不确定、４基本是、５是”为答案（前

面数字为分值），计分标准为１０２＋第２、６、７、９、１５、１９、２３题分

值－其余每题的分值总和
［５］。

１．２．５　适应能力测试　适应能力检测采用专业的在线问卷调

查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ｊｕｍｐ．ｃｏｍ）上的试题，从应变能力、心

理调适能力、抗挫折能力、独立能力四个维度进行检测，设计

２０道自测题，以“是、无法肯定、不是”作为备选，其中单数号

题，“是”－２分，“无法肯定”０分，“不是”＋２分；而双数号题，

“是”＋２分，“无法肯定”０分，“不是”－２分，计算得出总分。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处理，各分值间

采用配对狋检验分析，计量指标用狓±狊表示，以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就业竞争力情况调查结果见表１，

经统计学处理，其中专业能力、职业能力检测实验组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智力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非智力性能力中乐群性、独立性、自律性等个性

因素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

聪慧性、稳定性等个性因素，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求职能力、适应能力检测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情况调查表（狓±狊）

项目
实验组

（狀＝１４５５）

对照组

（狀＝６２１）
狋／χ

２ 犘

理论知识 ７９．２３±１０．１５ ７６．６１±９．２１ ５．５３ ０．００００００

实践能力 ７．４５±２．３２ ６．７１±２．１８ ６．７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

职业能力 ７２．８７±７．２６ ６９．４７±６．７６ 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

智力能力 １１２．２４±９．８９ １１１．９８±９．７６ ０．５５ ０．５８１９６２

非智力性能力

　乐群性 ６．６２±１．７１ ５．９２±１．２４ ９．２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

　聪慧性 ４．３８±１．４２ ４．４１±１．２６ ０．４５ ０．６５２７６６

　稳定性 ４．４３±１．３２ ４．３６±１．２８ １．１２ ０．２６４４０５

　独立性 ４．４１±１．５８ ５．２６±１．６４ １１．１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自律性 ５．７２±１．３７ ５．３６±１．２７ ５．６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求职能力 ８９．５２±１０．１５ ７３．８１±１０．７１３１．７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

适应能力 ２８．１２±６．２１ ２６．２７±５．６１ ６．３９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学院升格之初，校院（企）合作成立“人才培养理事会”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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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领导下的各专业人才合作培养委员会，探索合作办学体制

机制，创新形成“医院社区合一，突出基层；课堂病房合一，突出

岗位；学习服务合一，突出能力”的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

堂药房社区三站式”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岗融通无界

化”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

式［６］。本例中，专业能力、职业能力、非智力性能力、求职能力、

适应能力等相关检测，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而智力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

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明显提高，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取得了初步

成效。

３．１　加强课程体系改革　加强教师职业教育理念的更新，对

各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多轮次修改，一方面科学安排基础

课、专业课，基础课程以“必需、够用、实用”为尺度，专业课程以

职业能力为主线，以岗位需求为依据，以工作过程为基础，整合

教学内容［７］；另一方面提高个性化、综合性、实践性的选修课程

比例，以适应学生按自身特长选择个性化课程的需要。本例

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生专业能力、职业能力检测实验组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智力能力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在智力能力未增强的前提下，学生的

其他各方面能力均在显著提高，这与我院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

和专业能力密切相关。

３．２　加强校院（企）合作　学院采取了“走出去，引进来”的方

法，以校企合作为平台，合作制订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推行

各专业“双带头人”制度，使学生的能力培养更加贴近企业生产

实际，贴近市场。与企业共建校内工厂，明确了“既出产品、又

育人才”的功能定位，形成了“产教并举、工学结合”的办学特

色。充分利用合作医院的教育资源，前移学生接触临床的时

间，通过入校后第一年的专业基础学习后，第二学年专业课的

教学直接安排到医院，直接面对服务对象，通过早期接触临床，

把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岗位的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使学生在医院

的真实情境中受到严格而规范的训练，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３．３　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为了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素

质修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适应就业市场需

要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学校科学地组织各种有益的文化活

动，创造机会、搭建舞台，让学生有更多锻炼的机会，拓展学生

的知识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８］。本例中，非智力性能力中乐群性、独立性、自律性等个

性因素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而聪慧性、稳定性等个性因素，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说明学生在乐群合众、独立自主、严于律己等

方面显著提高，这些对个人能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３．４　培养职业意识　构建全程性就业指导体系，将就业教育

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始终［９］。一年级着重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

设计的教育与指导，引导学生规划大学生活，确立职业理想；二

年级着重对学生进行人生规划教育，提升核心竞争力，帮助学

生分析自我特长和优势，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三年

级学生着重职业定位的正确引导，加强学生求职技巧的培养，

指导学生积极参加招聘活动，在实践中校验自己的积累和准

备。本例中，学生的求职能力、适应能力检测实验组与对照组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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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不仅可以检验教学质量和评价教学效果，而且可以通

过分析试卷和考试成绩查找教学中的不足［１］。临床药理学是

联系基础与临床、药学与临床的桥梁学科，通过该门课程的学

习，可以使医学生了解如何更合理地个体化应用药物，使其在

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进行医药学实践［２］。本文对本院

２００８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学学生临床药理学试卷进

行回顾性统计分析，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方式、提高

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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