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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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冯维．高等教育心理学［Ｍ］．重庆：重庆出版集团，２００６：

７．

［２］ 易小文，陈杰．教育心理学［Ｍ］．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７１．

［３］ 皮连生．教育心理学［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９３．

［４］ 黄静，钱桂生，郝彦林，等．军医大学生心理特点及学习动

机培养［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０３，１１（１）：３１．

［５］ 邓金阳．军校学员学习动机研究［Ｊ］．海 军 院 校 教 育，

２００３，１３（６）：５４５７．

［６］ 周洪波，盖春刚．军校战士学员厌学现象思考［Ｊ］．武警学

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１）：８８９０．

［７］ 张剑，钱沿，甘雅芬，等．医学生学习动力的调查分析及对

策［Ｊ］．赣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２５（４）：５５８５６１．

［８］ 芦王英，刘晓静，季晓辉．医学教育的重要原则之一：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０（１）：２６２７．

［９］ ＲｅｎｎｉｎｇｅｒＫＡ，ＨｉｄｉＳ，Ｋｒａｐｐ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１９９２．

［１０］郭德俊．动机心理学：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５．

［１１］ＲｏｇｅｒＨ．Ｂｒｕｎｉｎｇ，ＧｒｅｇｏｒｙＪ．Ｓｃｈｒａｗ，ＭｏｎｉｃａＭ．Ｎｏｒ

ｂ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５ｔ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０１０：１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王强（１９８０～），硕士，主要从事学员旅学员队管理工作。

·医学教育·

军医大学学员对德育教育需求的调查

王　强，陆嘉佳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旅学员九队　２００４３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２．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２１４３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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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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德育教育寓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学员队干部的思想教

育、军营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中，但其显示效果并不理想［５］。

军医学员在崇高的职业道德观、尊重同事及其他战友、团队意

识、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生学习潜在意识等方面均有较大

欠缺，进而在踏上工作岗位后表现对所在军营的常见病的治疗

康复的能力较弱、缺乏耐心与观察能力，严重影响军医形象。

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学生主体性德育教育的缺失是一个突出

问题。１３％认为很重要但是没有军事医学课程重要。军事医

学是一个军队医学生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毕生的执著追求，不

能以过分看重德育的培养而忘记了军医学员的存在的意义，就

是救死扶伤保家卫国，为中国的伟大复兴的护航的人民军队的

后勤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身为军人应当保家卫国，培养

好良好的军事素养，为打赢未来的信息化的战争做好准备，所

以要加强军事医学的建设，放弃或者是放低一下对非军用医疗

的建设和投资，不应当将部队医院过分的民用化和地方化，应

保持军队医院的公立性和人民军队性。４．００％认为完全没有

必要加强学员的医学德育教育。

３．１．２　军医大学加强德育教育必要性和意义的认知　被调查

学员中没有认为加强德育教育没有必要，而且８３％认为是非

常有必要。关于教育意义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增加军事素养、

加强道德素养及增强后勤防卫的责任感，其中超过４０％的学

员认为有助于提高创造创新思维能力，以及牢固树立保家卫国

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能力。这些表明，学员对德育教育的

认识认知都提高到道德修养平面，对德育教育潜在的思维启示

和大家团队意识的培养意义较为忽略。当然，这也与管理干部

的教育模式方法有关。

３．２　对部分已开展的德育培养的获益大小调查　在学员队组

织的军人大会中受教育的最多，占７８％；其次为政治课教员的

辅导。学员认为专家学者的讲座、德育大讲堂收获大的仅各占

１４％和５％，这一结果的确令人费解。以第二军医大学为例，

１０～１１年度全体学员参加的讲座有医学２场，心理学１场，还

有人文２场，学员受到的德育的熏陶程度和浓度受限
［６］。军事

医学德育教育紧密联系学生所在学员队尤其是学校实际，将德

育教育、军事学、医学三者统一在课堂讲授中是不现实的，调查

发现在德育教育强度大的学员队，其学员的学习的兴趣和学习

效率明显优于其他队别。学校为提高学员的德育教育利用学

校基础部和心理学教研室以及军事教研室等的强大实力，利用

选修课为学员讲授公共关系、社交礼仪、心理、联合化作战，以

及学校的特色科目高原的人文等课程，让学生不用迈出军医大

学就能体验浓浓的战地氛围的熏陶，这一做法受学生欢迎。

３．３　对学员最想在德育教育中最想学习到的课外知识的调查

３．３．１　直接的示范性　有２３％选择了有关人文修养和音乐

素养，军医大学培养医学生，不仅是要培养医学人才，还应当培

养有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拥有高尚的人格情怀，所以在队领导

的直接德育教育中进行人文素养的养成，队领导不仅教还要

做，学员旅的文化通过队领导的行为和作风直接影响学员。

３．３．２　广泛的社会性　有１７％的学员选择民族风情，由于医

学的开放性、职业性，因此，也就有广泛的社会性。队领导的教

育活动是在有着与少与社会广泛接触的军校进行的，国家对军

事医学医务人员要求和政策的调整，社会上对军事医学的医务

人员的反映和评价，也都会反映到军医大学的教育、教学工作

中，反映到学生的头脑中。

３．３．３　较强的行业性　有４２％的学员选择医德报恩思想，这

说明临床医学院文化突出医学文化的特点，有较强的职业性与

人伦性。学员来到军医大学学员工作中受到军校环境的熏陶

和影响。

３．３．４　学员所选有明显的开放性　有１３％的学员选择地缘

文化方面知识，医学院是没有高墙的、开放的校园文化，军校学

员旅所承担的任务不仅是保障学员学习好专业知识，而是突出

了人格魅力。对学员的德育教育不仅仅是在教室、书本，而是

在生活工作中进行的，这种教育环境和氛围更加突出军事医学

的特点，有明显的开放性。

４　结　　论

４．１　军医大学培养军事德育是医学生的心理需求　心理需求

是指竞争力、自信、与他人的亲近感和知足对于想获得幸福的

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而对做事充满把握、自我实现力则位居

其次；其余的如有影响力、声望则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６］。从

心理需求定义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学员把渴望与他人很好沟

通的心理需求视为获得的最大满足；另一方面，以上心理需求

都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道德素养来满足的军医大学的军校学

员的存在价值而言，更是如此，这一结果也与本调查研究不尽

相同。绝大多数认为医学道德是最重要的稳重端正和报国理

想，这一系列调查结果中，得出军医德育的培养是军医大学学

生的心理需求的结论是结合实际的。因而，在军医大学培养军

医德育，尤其是团结奉献的军医精神，不但满足其心理需求，而

且帮助学员更好早适应战地环境，积极投入中国国防医学专业

的学习。

４．２　军医大学学员德育培养是学员的政治生活需求　德育教

育基本要求包括了学员对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

学的基本知识、沟通技能、临床技能、所在军营的全体战友健康

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与研究等７个宏观领域
［７］。

从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认为德育教育没必要的人数为零，可

见学生对德育培养的重要性评价较高，这也是学员的精神修养

的需求［８］。但是，对德育的认识较片面，统一在政治上不犯错

误上，没有全面认识到德育教育在树立学员人格的这一重要意

义；对医学道德的准则重要性认识凌乱、不集中，学员对德育的

认知各异。这些就要求队领导，本科学员的导师在教育交流

时，注意正确引导学员对德育教育认识，授予科学合理的教育

方法和手段，之充分理解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孕育深厚的军医

的道德风范，拓宽认知面，激发创新思维［９］。

就此而言，医德和道德素质作为军医必备的核心价值观，

是军事素质中的军医德育科学内动力，将势必成为提高军医院

校教育培养为联合作战中过得硬、打得赢的军事医学人才的目

标和水准的内源性动力，成为未来军医能否担当军队卫生保健

提供者、军事健康教育倡导者、军队团，师，军队卫生领导者、医

疗活动决策者和卫生服务管理者重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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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１．生物信息学院；２．救护技能培训中心　４０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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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经济、科技高速发展，各种自然灾害、公共卫生、

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频发。大学生处于青春活跃的年龄阶段，

活动面广、意外伤害的发生率也较高。对高校大学生普及应急

救护技能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是减轻意外伤害、降低病死率

和致残率最有效手段之一，也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我校红十

字救护技能培训中心对大学生进行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已经有

５年多历史，作者作为红十字救护技能培训师资，结合这几年

来对大学生进行救护技能培训教育的实践经验，探索对高校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教育，以便为其他高校推行应急救护培训提供

借鉴。

１　高校开展急救护培训教育的重要性

意外伤害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大学校园里疾病、创伤、中毒、溺水、电击、窒息、严重过敏反应

等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２００９年上海市教委向社会首次发布

高校大学生安全情况通报显示：造成大学生伤亡居首位的是交

通事故，其次是社会安全类事件。因此，在广大大学生中开展

急救护培训教育，让他们学会第一时间的自救与互救，防患于

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

２　高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教育的必要性

２．１　全民应急救护培训现状　目前，我国公民的急救意识是

薄弱的。据调查，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急救知识的普及率

达３３％，在荷兰１０岁儿童就开始接受急救知识教育；瑞士法

律规定每个公民都要接受急救知识培训［１］。而在中国，接受过

现场急救培训的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１３０，造成了许多本

来可以避免的悲剧。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７０万人死于各类伤

害，意外伤害已成为我国１～１４岁人群的第１位死亡原因
［２］。

因此，广泛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已显现出非常地紧迫和必要了。

２．２　高校应急救护培训现状　目前大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处理

意外伤害事件的能力不足。有报道，在被调查的１０１４人中，

大学生急救常识得分低，急救方法掌握情况差，急救水平不容

乐观［３４］，９０％以上的大学生希望掌握急救知识与技能
［３］，这充

分说明大学生有着良好的学习愿望，急需相关部门创造学习条

件。我国少数高等院校虽然已开展了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但

现场急救知识培训体系尚不健全，培训机构混乱，培训质量、效

果和考评也不统一；因此，建议高校应重视对大学生急救知识

的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高校急救培训及考核体系，以保证大

学生拥有应急救护基本常识或技能。

３　高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教育的可行性

３．１　国家教育部要求　我国教育部要求各地各级各类学校要

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坚决落实学校安全工作领导责任制，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

学校安全工作。那么高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教育是积极响应

国家的号召，防胜于救，救又胜于补救，做到防患于未然。

３．２　大学生是易教育、易接受、易传播新知识的高层次群体　

大学生的体力和精力充沛，且头脑灵活、反应敏锐，接受新的知

识能力强，最适宜作为应急救护的培训对象，对大学生进行应

急救护知识培训是切实有效的［５］。同时大学生是文化的继承

者和传播者，毕业后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学生可以对

周围人群进行知识的传播和行为的促进［６］，进一步推进和普及

社会民众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３．３　大学生对急救技能的主动求知欲望高　大学生对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与兴趣都非常高［３］，他们渴望学习一些急

救技能和最基本的医疗知识，认为学习并利用几种急救技能不

但能进行自我保护，在紧急情况下对他人也有很大帮助。

３．４　投入低、效果显著　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在高校

大学生中开展应急救护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操作培训具有

投入少、效果明显的特点［７］，对推动大学生掌握急救技能具有

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４，８］，说明此类培训在全国高校大学生中

推广普及具有可行性［７８］，所以应加强对高校应急救护知识的

宣教。

４　在高校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教育的初步实践

４．１　开展急救护培训教育的初步实践　２００８年８月本校在

重庆市红十字会支持与协助下，成立红十字救护技能培训中

心，并配备合格的教学师资队伍。到如今受训学员２８期，累计

约５０００余人。中心训练设施完善充分，已经拥有大量的图文

资料、电子课件、模拟人、担架、呼吸面具、颈托等教具，已经建

成一套立体化涵盖字纸、电子、网络网站的大学生救护培训教

学体系［９］。培训中心主要讲授心肺复苏、创伤救护、意外伤害

预防等实用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要求全体培训学员基本掌

握创伤救护、心肺复苏、意外伤害预防、四大救护技术（止血、包

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等技能。在培训中从救护新概念、心

肺复苏、呼吸道异物阻塞的排除、创伤救护基本技能之止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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