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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

李　杰

（新乡医学院社科部大学生职业指导教研室，河南新乡４５３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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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从２０１０年起，中国将连续３年在高等医

学院校开展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

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免费医学生学制

５年，学生在校期间免收学费、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毕业后

到生源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到［１］。免费医学生作为最

新涌现的、特殊的大学生群体，研究其专业认同的现状，帮助他

们度过身份认同危机，树立长远目标，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郑州大学的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录取的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为研究对

象。发放调查问卷１９８份，删除不符合条件的问卷，收回有效

问卷１８５份（９３．４３％）。其中男８０人，女１０５人；２０１２年级学

生４４人，２０１１年级学生４２人，２０１０年级学生９９人。所有调

查对象均无重大身体疾病，无严重认知障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测工具　采用自编学生基本情况调查表和秦攀博编

制的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２］。大学生专业认同问卷将大学生

的专业认同划分为认知性、情感性、行为性、适切性４个心理维

度，共２３个项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０．７２９。

１．２．２　测试方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日在会场对学生进行集体

测试，施测时被委托教师严格按照指导语交代注意事项，被试

遵循自愿的原则认真填答问卷。测试完毕现场回收问卷并剔

除作答不完全或明显随意勾画的问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统计

数据以狓±狊表示，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狋检验、方差分

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临床医学专业免费定向学生报考原因　结果显示临床医

学专业免费定向学生报考原因由高到低依次为老师或家长推

荐（５９人，３１．８９％）、个人志愿（５５人，２９．７３％）、经济原因（５３

人，２８．６５％）和任意选取（１８人，９．７３％）。

２．２　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情况　为了解临床医学

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的基本情况，对参与本次调查的１８５名

大学生在专业认同及其４个维度上进行统计，其中，最高为５

分，最低为１分，中等临界值为３分。结果显示，临床医学免费

定向学生专业认同总平均分为（３．５２±０．５３）分，高于中等临界

值（３分），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行为性（３．７５±０．６８）

分、情感性（３．６２±０．８１）分、认知性（３．３５±０．６２）分和适切性

（３．１６±０．７１６）分。

２．３　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的性别比较　临床医学

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男生得分为（３．５７±０．５４）分，高于女生

得分（３．４８±０．５２）分，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犉＝０．２１５，犘＝

０．２３２）。

２．４　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的年级比较　不同年级

的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犉＝

１．３２３，犘＝０．２６９），但随着年级的变化而不同，专业认同水平

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大学一年级（３．６１±０．４９）分、大学三年级

（３．５２±０．５３）分、大学二年级（３．４２±０．５７）分，其中大学一年

级学生专业认同水平最高，大学二年级学生专业认同水平

最低。

３　讨　　论

３．１　临床医学专业免费定向学生报考原因分析　临床医学专

业免费定向学生报考原因结果显示，仅有少部分（１８人，

９．７３％）报 考 该 专 业 是 任 意 选 取，大 部 分 同 学 （１６７ 人，

９０．２７％）报考该专业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医学专业是救死扶

伤的高尚职业，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３］，以及医生职业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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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和中等偏上的收入等都构成了吸引广大青年学生志愿报

考医学的原因；个人志愿原因之外，老师或家长的意见也对学

生高考志愿选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中学生与社会接触不

多，高考志愿选择上一般是听取老师或家长的意见；其次也会

考虑家庭经济的原因，免费医学生在校期间免收学费、住宿费，

并补助生活费，这个条件对农村经济贫困的学生有一定吸引

力。理性报考志愿的这个结果对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

认同也有一定正向影响。

本文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

认同的总分和４个维度的平均分普遍高于中等临界值（３分），

专业认同得分呈现一种正向趋势，这表明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

生专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维度得分为３．１６～３．７５，

表明临床医学专业免费定向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同，各维度

由高到低依次为行为性、情感性、认知性和适切性，其中最高的

是行为性维度。中国自２０１０年开设招收免费医学生，与其他

普通在校大学生不一样，免费医学生在入校之前与培养学校和

当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就业协议，学生签订协议书也

是深思熟虑和经过慎重考虑的，不管签订这个协议是出于个人

志愿，还是老师、家庭推荐及经济原因、随便选取的，既然已成

了既定事实，内心还是把临床医学专业免费定向当成了自己未

来的职业来追求和努力，愿意通过在校期间积极努力的学习，

顺利完成本专业的学习任务，达到全科医学专业的行为规范和

要求，这是对临床医学专业免费定向学生认同的一种外在的积

极的行为反应；源于内心的认同，在情感上也接受了临床医学

免费定向专业，情感上体现出对临床医学免费定向专业的一种

持续的意愿；４个维度中，认知性排在第３位，可能与中国临床

医学免费定向专业的开设时间短、尚没有毕业生等因素有关，

临床医学免费定向专业自２０１０年开始招生才有三届在校学

生，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可以借鉴，

虽然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宣传，但是对临床医学免费定向专业

基本情况的了解程度还相对较低；适切性反映临床医学免费定

向专业在排除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单就自身与该专业的符合

匹配程度，审视自己是否适合该专业的学习，以及具备学习该

专业的条件。

在校３个年级的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专业认同结果显

示，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专业认同水平最高，大学二年级学生的

专业认同水平最低，与既往其他专业的研究结果不同［４］。原因

可能为：大学一年级新生刚脱离高中的艰苦学习阶段步入大学

校园，入校后经历过入学教育和专业思想稳定教育，对人生和

未来充满了激情和向往，对临床医学免费定向这个致力于基层

医疗卫生事业的专业正处于个体豪情壮志、投身社会的激情

期；大学二年级学生，经过１年的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专业课程

陆续开始接触，繁重的学习压力致使部分学生疲劳和学习倦

怠，其次，度过大学激情期后，也开始冷静下来考虑将来的就业

和职业发展问题，逐渐习惯大学生活，习惯了城市的生活，部分

同学不愿再回到乡镇卫生院工作，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开始有所

怀疑，故而专业认同程度最低；大学三年级学生已经学习专业

课程和部分临床课程，临床实践课程的开设和接触有效激发了

学生学习医学的成就感，提高了学习医学的积极性，经历过了

激情期和怀疑期，对医学专业也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冷静下来，专业思想逐步稳定，学习目的

逐渐明确，因此专业认同程度开始回升。

３．２　建议与对策　免费医学生政策是国家在全面推进社会现

代化进程中提出来的战略举措，是国家支持和引导的一个发展

方向，是国家培养大批优秀医学人才，鼓励医学毕业生长期服

务基层，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终身做医疗工作者的一项国策，免

费医学生培养制可以为基层医疗机构输送一定的新鲜“血液”。

要想真正促进基层医疗事业的发展，为基层培养一批留得下、

用得上、愿意献身基础医疗事业、自身素质过硬的优秀医学人

才，需要国家、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国家相继出台了各项吸

引毕业生基层就业的政策，包括在校期间免收学费、住宿费，并

补助生活费等条件，支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医学

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工作后业务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还

需要不断进修和提高，国家还应尽快出台相关后继政策，为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工作后的临床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提供政

策保障，解除他们工作后临床技能发展的瓶颈［５６］，增强免费医

学定向的专业认同度。医学院校为免费医学生服务，提供良好

的学习、生活环境，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水平的同时，

还肩负着提升免费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及培养出更多

优秀的有志于终身从医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重任，对临床医学

免费定向学生要开展针对性的专业思想稳定教育和职业生涯

发展教育［７］，培养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加

强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度［８］，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９］。临床医学免费定向学生应积极面对专业学习上遇

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积极参与教学实践活动，提高临床技能

水平，增强专业学习兴趣和基层救死扶伤的责任感，能将自己

所学医学知识投身到基层的社会实践中，为患者解除病痛是一

项光荣而又伟大的事业，毕业生个体也应树立起扎根基层、奉

献基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思想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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