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１１　　实验室轮转训练考核方式［狀（％）］

内容 学术论文 总结报告 闭卷考试 综合答辩 操作演示 不考核 χ
２ 犘

研究生导师 １０６（３２．２） １２８（３８．９） ０（０．０） ４９（１４．９） １０（３．０） ３６（１０．９） １３４．００５ ０．０００

在读博士生 ４４（１１．１） １４７（３７．１） ０（０．０） ４８（１２．１） １１１（２８．０） ４６（１１．６）

教育管理专家 １６（２１．３） ３１（４１．３） ０（０．０） ２２（２９．３） ６（８．０） ０（０．０）

总体 １６６（２０．８） ３０６（３８．３）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４．９） １２７（１５．９） ８２（１０．３）

３　讨　　论

３．１　实验室轮转训练应作为博士生科研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

　美国ＰｈＤ教育是培养学生亲自发现事物能力的过程，德国

培养目标是在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方面都合格的医学人

才［１０］。从文献和问卷调研结果看，当前我国生物医学硕士、博

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相对不足，有必要借鉴美国、德国培

养模式成功经验，在现有培养过程中增设“实验室轮转训练”培

养环节。

３．２　实验室轮转训练的组织实施

３．２．１　实验室轮转数量　硕士毕业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具

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可结合课题研究不限定学科选择２３个实

验室进行训练或专项技术学习，以扩充知识面和掌握更多实验

技能。本科毕业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如硕博连读、直

接攻博等，没有经过系统科研训练，可限定在一级学科范围内

选择３个实验室进行轮转训练和专项技术学习，突出专项实验

技术学习和科研能力训练以及科研思维培养。

３．２．２　实验室轮转时间　每个实验室轮转１个月，可根据需

要增加至２～３个月。

３．２．３　实验室轮转内容　可直接参与轮转实验室的课题研究

或针对某实验技术进行专项学习，由指定教师、技术员或高年

资研究生带教。

３．２．４　实验室轮转考核　结合轮转训练内容组织一定形式的

考核，如撰写学术论文、总结报告或专项技术操作演示，轮转时

间较长的实验室（如３个月）则可采取综合答辩的形式考核。

通过实验室轮转，博士生不仅可以尽快熟悉科研环境，与

不同导师接触中甄选研究方向，更重要的是培养系统完整科研

思维和熟练实验技能，奠定良好科研基础，最大程度避免科研

道路上浪费时间和走弯路。同时博士生亲自进行实验操作实

践，更有利于培养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灵感和科研

能力，极大提高培养质量和科研成果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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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军医大学临床医学本科学员学习动机的调查

马　丹
１，齐德广２△，杨　桦

１，陈国庆１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１．普通外科；２．医教部，重庆４０００３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２．０４５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４３００３

　　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正确而强烈的学习动机是保

证学好的前提。研究学生的学习动机既是教育心理学的任务，

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调查和剖析当前军医大学学员学习

动机，对提高新形势下提高军医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意义。

１　对象与方法

以某军医大学临床医学５年制本科多个年级学员进行问

卷调查。共发放问卷调查表１０６３份，收回有效调查表１００６

份，其中一年级２９５人，二年级２６０人，三年级１８８人，四年级

２６３人，男性９１６人，女性９０人，年龄１５～２８岁，平均（２０．３±

１．３）岁。

２　结　　果

上大学的驱动因素：高中毕业延续（２．４９％）；老师和家长

０３４１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４２卷第１２期

 基金项目：第三军医大学教学改革课题。　作者简介：马丹，（１９７３～），主治医师、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胃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及胃肠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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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２．７８％）；将来能有一个理想的工作（２０．０８％）；本人强

烈的求知欲望（３３．８０％）；可以更好报效祖国（４０．８５％）。选择

军医大学的驱动因素：向往军事医学工作（６９．４８％）；个人有兴

趣（２５．２５％）；只要能上大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１．０９％）；受

父母、师长影响决定的（３．２８％）；了解本专业，认为本专业工作

有保障（０．８９％）。学习的目的是：为军事医学卫生事业作贡献

（７９．３２％）；掌握专业知识（１９．４８％）；通过考试（０．７０％）；能当

医生（０．５０％）。你在大学里努力学习的主要原因：军队卫生事

业的需要（５８．３５％）；学多点知识，提高自身修养（１．１９％）；为

继续深造做准备（２５．１５％）；父母或老师的期待（２．１９％）；通过

成绩证明自己的价值（１３．１２％）。你认为自己学习自觉性：强

（７６．２４％）；较强（１５．４０％）；一般（８．０５）；较差（０．３０％）。对自

己专业的兴趣：感兴趣（８１．８０％）；入学时无兴趣，现在因有所

了解而有兴趣（１７．５０）；入学时有兴趣，现在因了解本专业而失

去兴趣（０．１０％）；没兴趣（０．６０％）。你对自己考试成绩的期望

是：争优（９３．６４％）；中上就行（５．３７％）；一般就行（０．８９％）；不

及格无所谓（０．１０％）。你认为影响你学习成绩的因素中以下

最重要的是：教员讲得好不好（１５．４１％）；学好了能评优秀学员

受表彰（４３．９４％）；成绩好能分配好（２４．９５％）；成绩好有机会

考研究生（１５．７１％）。你认为学习好了最重要的是以下哪项？

显示自己学习能力（５．４７％）；可以评学习标兵、优秀学员

（４１．９５％）；可以学到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科研方法（３１．６１％）；

为以后在军队卫生工作岗位发展打基础（２０．９７％）。目前的学

习对你来说：很轻松（１１．０３％）；基本跟得上（８４．４９％）；吃力

（３．７８％）；快受不了了（０．７０％）。如果毕业时你可以选择你希

望自己当一名：大医院的军医（５８．５５％）；学校教员（７．７５％）；

基层部队军医（３２．３１％）；管理人员（１．１９％）；改行（０．２０％）。

就目前以基层为主的分配形势你认为：基层最需要我们，要努

力学习为基层官兵服务（４８．８１％）；到基层是浪费人才，要努力

学习考研究生留校（４５．４３％）；反正是去基层，学习好用处不大

（３．６８％）；把基础打好，到了基层还可以考研究生到其他地方

（２．０９％）。

３　讨　　论

３．１　学习动机是影响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　学习

动机是指激发和维持个体的学习活动，并帮助其完成学习任务

的心理过程。教育心理学家认为，要进行长期的学习，学习动

机是绝对必要的，强烈的学习动机是保证学好的前提，所以研

究学生的学习动机既是教育心理学的任务，也是保证教学质量

的需要。根据观察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学习动机有多种不同的

分类，比如根据学习动机的来源可将其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

机，根据学习动机的作用可将其分为直接近景性学习动机和间

接远景性学习动机。在实践中学习动机一般都为复合型，而没

有单一的学习动机［１］。在对学习动机的多种分类中，内部动

机和外部动机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内部动机主要来自内部动

力的驱使，它包括：认知的驱力、兴趣的驱力、成功的驱力、情感

的驱力等。外部动机主要包括：教育者吸引、优秀学员、学习标

兵、毕业分配等目标的吸引等方面［２］。学习动机对学习活动产

生的作用直接而巨大。

３．２　探索新形势下军医大学学员学习动机的特点与培养策略

的重要意义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军医大学学员学

习动机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因素对军

医大学学员学习动机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先，从内因上看，当

代军医大学学员的生理和心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年龄

上看现在的学员均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属于“八零后”甚至是

“九零后”，基本上是独生子女，身体素质好、学习基础好、独立

思维能力强是他们普遍具有的优点，但是往往在吃苦能力、协

作能力、对挫折的应对能力上有所欠缺。他们从中学的大门走

出，身处军医大学的特殊环境，渴望了解社会，处于人生观、世

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认知、兴趣、情感和对成功的理解等方

面具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从外因上看，军医大学办学思想、培

养目标和培养手段的发展和进步对包括教育者的素质和吸引

力、教学手段的吸引力和教学管理方法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这些情况的变化反映在当代军医大学学员学习动机上

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如本研究结果显示的一样，大多数学员

的学习动机是端正的、正确的，具体表现在内在动力方面：学习

目的明确、学习兴趣高、学习自觉性较强、对成绩期望值高等。

外在动力方面：能将自身的学习与军队、学校、家庭的正性激励

统一起来，对毕业分配能正确对待。其主要特点有：（１）多元性

和复杂性。虽然大多数学员学习动机是好的，但仍有相当比例

学员学习动机不够正确，少数学员的学习动机错误，甚至极少

数学员存在厌学倾向。（２）外部动机和近景作用逐步减弱。低

年级学员的学习动机中，想取得好成绩，想得到周围人们的赞

赏，想得到奖励的动力因素占很大比重。而随着年级的升高，

学员对分数虽然重视，但更注重广泛汲取知识，希望参与创造

性的工作，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科学研究方法。（３）社会责

任感和内部动机作用逐渐增强。随着年级的升高想为国防卫

生事业做贡献、想在军队医学领域或岗位有所建树等富有社会

责任感的动力因素逐步增强，这样的学习动机趋于成熟化［３］。

３．３　学员学习动机的特点和变化对军医大学医学教育提出了

新的要求［４７］

３．３．１　现行的军医大学教育教学模式对学员的外部学习动机

支持力度亟待强化　军医大学阶段学员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

虽然近年来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上进行了重大改进，但是以

知识的灌输为重心的教学在整个教学活动中仍然占有相当比

重，学员大部分时间学生都在上课、看书、复习，很少有机会参

加的其他实践活动。维护人类健康和为部队服务这两个军医

大学学员的最终培养目标没有与日常的学习活动直接联系起

来，这样的教育模式对学员内部学习动机要求很高，需要高强

度的学习动机来支持他们的学习行为，而相当数量的学员持有

的外部学习动机往往只是停留在成为一名军队医生的层面上，

学习动机的职业化倾向较为明显。这种内部学习动机缺失、外

部学习动机弱化的状况是军医大学现行医学教育面临的挑

战［８］。

３．３．２　部分学员的外部学习动机与军医大学培养目标要求具

备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标准出现偏差　虽然军医大学学员从一

入校开始就在军人理想道德方面受到系统教育，但目前专门从

学习动机角度来研究如何提高学员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的工

作才刚刚起步［９］。由于学习动机的复杂性和当前我国社会出

现的巨大变革，各种社会思潮、社会矛盾的冲击和影响对学员

的学习动机无时不刻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部分学员的学习

动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有的学员的学习动机仅仅满足

于获得专业技能、有好的就业去向、满足父母的愿望等，其出发

点在于满足个人需求。而军医大学对学员的要求却是为军队

卫生事业献身的革命军人，珍视生命、关爱伤病员，具有高尚职

业道德和过硬技能的医务工作者，具备科研素质和能力的军队

医学工作者。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层面和教学与行政管理层面

对学员学习动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是当前军医大学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课题［１０］。

３．３．３　部分学员的职业化学习动机与毕业后的分配就业形势

有一定落差　当前军医大学学员毕业后大多分配在在军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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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单位工作，只有少数能够留在大型医院和科研机构。而学员

在学习阶段身处军医大学这一军队最高等级的医疗教学科研

单位，在高水平的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学习，在条件优越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中成长，从内心来讲都希望毕业后在条件相对较好

的工作岗位实现自己的人身理想，对基层官兵特别是艰苦地区

部队对医疗服务的需要缺乏直观的具体的感受［１１］。怎样把学

员的学习动机引导到部队卫生事业的要求和需要上来是一个

既传统而又不断更新的课题。刻舟求剑地照搬以往的教育内

容和方法势必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学员在学习动机方面的巨大

变化，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纠正部分学员的职业化学习动机，

研究如何增强他们为基层官兵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新理论

新手段是军医大学姓军为兵这一基本宗旨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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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战争医学模式中，要求军队后勤防卫的医疗工作者不

仅需要精湛的医术［１］，还需要调治心理的疾患、伦理问题和前

期疏导的能力，更需要军队医务工作者人文道德关爱和优良的

情操［２］。因此，高等军队医学教育必须从理论和军营实践两方

面加强医学生道德素质和战时对特殊的医患关系的处理能力

的培养［３］，学员必须重视自身的德育素质修养和对联合作战的

战地环境和特殊后勤防卫的应急能力的培养，这是新军事变革

的要求，也是军医职能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军队后勤卫生的

新的定义和指导［４］。

１　资料与方法

运用调查问卷和学员座谈的形式，采用自主设计的军医大

学学员对医学德育教育需求问卷，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对本校不同层

次临床医学五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卫生管理、药学、生物科

技、护理等不同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共收回问卷４２０份，其中男

３７８人，女４２人。

２　结　　果

德育教育在各层次的学员的认识程度基本相同。有

７９．５％的学员认为其意义重大，基本满足学员的政治生活，

１５．７％的学员认为重要。在认为不重要地６．２％学员中发现，

他们简单地认为德育的教育不是他们的重点。见表１。德育

教育在各层次的学员的需求是不同。本科学员大部分学员认

为医德教育最重要其次是军事德育教育，在研究生中则发现绝

大部分的学员认为医德最重要因为其以后的就业主要是医院

这可以提高其医德素养。见表２。

表１　各医学层次学员对德育教育重要性认识（狀）

层次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本科 ２４６ ３８ １２

专升本 ３２ １６ ２

研究生 ３８ １０ ２

本硕博 １８ ２ ０

表２　　各医学层次学员对德育教育的侧重点（狀）

层次 医德教育 做人准则 军事德育素质

本科 １９８ ３２ ７０

专升本 ２１ １ ２７

研究生 ３１ ６ ３

本硕博 １８ １ １

３　调查结分析

３．１　对医学德育教育认知的调查

３．１．１　医学道德培养的动机　有８３％学员特别应当加强德

育培养，是军队医学教育最重要的项目。军队医学教育的成功

与否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医学生的德育教育特别重要，因

为容易忽视且缺乏强有力的实施。近年来，虽然军事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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