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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认为&身份是人际交往过程中主体对社会角色内涵

的凸显和实践*现阶段我国医生的角色内涵包括'医学专业技

术者(医学道德践行者(医疗经济管理者(医疗服务实施者及健

康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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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角色内涵赋予了医生多元身份&使得医生

的职业化过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临床实践中&因医生无法

建构凸显身份&实现角色内涵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

"群体

层面上&道德身份的不凸显使得医生的社会地位降低&职业地

位受到质疑)!

(

"医疗层面上&责任身份的乏力使得患者的依从

性差&直接影响医疗效果)!

?

"个体交际层面上&沟通身份的不

作为直接导致医患纠纷等*身份建构是指在特定的文化和环

境中一系列自我定义和自我修正的过程&是话语建构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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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医患会话语料的整理发现&话语是建构医者身份的

重要工具&而医者多元身份的转换是影响医患沟通有效性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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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身份建构研究进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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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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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身份理论成为国外微

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医生

身份的多元性研究*认为医生是门诊沟通(医学检查(疾病医

治(健康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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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

等系列功能的综合执行者&患者的性别(性格(气质(性取向心

理等对医生医疗信息搜集(诊断用药有重要影响&医生必须构

建起多重身份*!

(

"医生与患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关系&以及

这种角色关系在医疗服务中的影响力研究*认为医生在沟通

中需要呈现多种身份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如分析医生运

用非语言方式建立的医患关系对患者病情的揭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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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还证明了医生在帮助患者叙事的同时可建构

起自身的身份认同*!

?

"关于医生职业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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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方式的研究*如帮助医学生完

成医学
*&)

过程&让学生在批判性的反思学习中获得技能&并

建构所期望的职业身份*总之&国外关于医生多元身份建构的

研究非常细致&深入到医学教育和医疗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医

生职业化培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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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概述
!

医生身份建构的研究国内主要有三个方

面'!

!

"医学社会学关于现阶段我国医生角色身份内涵的研究*

认为现阶段我国医生角色身份多元复杂&医生对自己多元角色

身份认识不够&角色实践差*如+医生的角色定位,+论医疗制

度变革时期的医生角色冲突,*!

(

"从叙事学角度&借助文学分

析方法&引导医生进入医疗情景&转换构建身份进行疾病叙事&

提高医生倾听(诉说疾病的医学叙事能力研究*如+从.文学与

医学/到.叙事医学/,+临床医学人文'困境与出路
WWW

兼谈叙事

医学对于临床医学人文的意义,+以叙事医学提高临床医学生

医患沟通能力,*!

?

"从语用学角度研究医生如何策略性地运

用语言&建构凸显医者身份特征&实现交际需要*如+和谐管理

模式下医生多元身份的建构,+医患会话中医生身份对医患关

系的管理,*但总体研究成果少&深度不够&多偏向语言本体分

析&缺乏对临床医生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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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生身份建构研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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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语码转换和语言变异方式的研究
!

语码转换和语言

变异是建构医学专业技术者身份的重要方式*大量的会话语

料分析发现医生的诊断治疗主要有以下四个环节'医生对患者

的病痛叙事进行理解!叙事感知"&医生将患者的病痛叙事转换

成医学叙事!叙事建构"&医生在医学叙事!病例"基础上进行诊

断分类!叙事分类"&医生在患者医学叙事基础上分析得出诊断

结论!叙事实践"*因此&医生的叙事本质上是医学社会中不同

知识间的!至少"

?

次语码转换'!

!

"将患者疾病陈述转写成医

学主诉的语体转换语码)!

(

"将主诉转化为医学理论知识运行

的疾病诊断语码)!

?

"将疾病原因与诊断治疗方案告知给患者

的解释说明语码*在不同的阶段&医生是如何通过语码转换将

医学语言进行变异&

?

次语码转换的表现形式是否有规律可

循&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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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阐释患者疾病意义的叙事研究
!

理解阐释患者的疾

病叙事是建构医疗服务者身份的主要途径*医疗服务者是患

者对医生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难得到患者认同的身份*医患会

话具有多元交际目的&以患者语言为关注点&分析患者病痛叙

事方式的选择及其目的)患者对不同生活事件的解释和意义)

患者的经验(文化与叙事间的关系)患者家属等相关社会关系

人对患者疾病的阐释)患者正常社会生活被检查和治疗的医疗

生活取代后的认知和理解等*医者只有明确患者话语行为的

目的&将医学叙事与患者疾病叙事对接&才能建构起医疗服务

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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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性原则的语用学研究视角
!

道德是医学不可分割的

部分&道德者身份可视为医者预存身份*礼貌性话语是构建和

凸显这一身份的重要语言技巧*如医生对患者身份的顺应方

式&委婉语的使用场合&否定句的伦理表达&医生如何将筛选抉

择有效告知患者&医生对患者尊重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方式

等*当然&礼貌不仅仅反映在语言层面&它还是社会实践的体

现&医患双方对于礼貌的理解及自我反思在医患会话的建构中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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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分析礼貌话语时&要结合文化

背景和语境&分析如性别(阶层等社会因素对于礼貌实践有什

么样的影响&对医生身份的建构有什么重要意义$

<

%

*

H@!;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H

期

%

基金项目$

(:!@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

!@_Z1d/:<@

")

(:!<

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资助

项目!

!<]:B:

"*

!

作者简介$王茜!

!H@BY

"&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



!A$

!

修辞性话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视角
!

修辞性话语是建构

医生健康教育者和管理者身份的技巧*医学的快速发展和我

国医学社会化进程的推进&给医生的身份建构带来新的挑战*

医患会话语料显示&在心血管内科(糖尿病专科(产前诊断等&

医生健康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尤为重要&甚至与医疗者身份

重合&但语言表现却不相同*医生经受着患者从网络(电视(书

籍(电话医疗咨询等非专业渠道获得的医学知识的挑战*如何

根据环境选择表述方式&用通俗的话语进行健康指导)如何策

略性地选择话语解释疾病&纠正患者理解偏差&是医患会话模

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医学职业化过程中必须掌握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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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身份建构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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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分析法
!

会话分析法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其基

本原则是.下一话轮证明程序/&即利用交谈者的下一个话轮找

出他对前一个话轮的理解*运用该方法必须搜集一定数量的

医患会话语料*需要提醒的是&在搜集医患会话语料时&要有

相关的伦理审核&获得医生和患者的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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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研究法
!

叙事研究法是文学(符号学等领域的重要

研究方法&致力于研究叙事表征的逻辑(原理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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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

生身份建构研究中&把医患会话看做一个个故事&分析患者和

医生关于病痛故事是如何通过叙事被组织起来&目的是解释医

生的话语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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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研究方法
!

语用学研究方法研究语言使用者将语

句和恰当地使用该语句的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的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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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用学有相当成熟丰富的理论&是医生身份建构研究的重要视

角*如有学者提出从
<

个方面开展身份建构研究&对医生身份

建构研究非常具有指导性&值得借鉴*除了以上常规的研究方

法外&还可以从建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文化人类学(社会心

理学(传播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如
45D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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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交际者

运用话语行为&呈现自我&建构情景身份&解决人际交往问题的

研究方法&都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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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生身份建构的考量指标

!!

目前我国医生身份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临床医生对

现阶段我国医生的角色内涵不理解&还停留在单一的技术角色

实践上)!

(

"医疗管理部门在进行继续教育时缺少对医生关于

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等相关内容的培训)!

?

"缺少对医生身

份建构方式方法的深入研究&无可指导(可操作的指南*医生

身份建构需要贯穿于医学职业化的全过程&依据我国社会文化

特点&我国医生身份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

"医生对

医学属性的认识水平*如对医学史的掌握程度&对医学与社

会(环境关系的辩证认识能力&对医学目的再认识等*!

(

"对医

生职业内涵的认识水平*如对医学专业价值(医生品质(医生

职业精神的认识程度等*!

?

"对医学本元概念的认识水平*如

对生命(疾病(健康(治疗等概念的理解程度*!

;

"对医疗技术

掌握和熟练水平*!

<

"对医学伦理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水平*

!

@

"对医患关系的处理水平*如对患者疾病痛苦的感受程度及

与患者沟通时语言的准确程度等*

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运行&使得我国医生在医患

交际过程中&既要全力塑造医疗技术专家的身份&还必须通过

言语行为建构呈现出道德者(服务者(教育者(管理者等多重身

份&才能满足患者对职业化医生的角色期待*尤其是
(:!<

年

我国全面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目的是提高医生的职

业化水平&在职业化培训过程中&医生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建构

不同身份&呈现行为动机(精神态度(价值信仰&实现有效沟

通&实践角色内涵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医生身份建构

研究必须得到重视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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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

例&女性组有
>: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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