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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离不开医药卫生人才的培养!医学生作

为未来医务工作队伍的主力军!其敬业精神直接影响整个医疗

卫生行业的发展及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

!B'

*

"现今!医患关系

日益紧张!医患矛盾日益加深!医患纠纷日益增多!这与医生敬

业精神的缺乏密切相关!加强医学生敬业精神的培养势在

必行"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学生在敬业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和

评价较为落后)

6

*

"为了给学校开展敬业精神教育相关课程及

实践活动提供决策依据!笔者设计调查问卷!调查本校本科生

对医学生敬业精神的认知及实践情况!对当代医学生的敬业精

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对本校本科各专业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共发放
H""

份问卷!收回
372

份!回收有效率达
771""4

"有效

问卷中!男
'!'

人!女
65'

人!覆盖本科各年级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公共卫生%护理等专业"

!1"

!

方法
!

在充分酝酿%调研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从学

生的基本情况%职业规划%对学习及工作的态度%对敬业精神的

认知及实践等方面对本校本科五个年级不同专业
372

名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取得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结果"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

@

$/?T?61"'

建立数据库记录问卷调

查结果!利用
+)++!7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基本情况
!

从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看!本次调查涵盖不同

性别%年级%专业%工作'实习经历!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见表
!

"

"1"

!

专业选择及职业规划
!

专业选择方面!选择医学专业的

主要因素是对医学的兴趣及父母%家庭影响"对于已有医学院

校学习或者医院实习经历的医学生来说!选择医学的决定因素

主要是对医学浓厚的兴趣%就业相对容易及能惠及身边亲友!

性别%年级%专业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3

$"职业

规划方面!大部分医学生对职业规划不清楚或只有模糊的概

念!不同性别医学生对职业规划的清楚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1"3

$!女性好于男性"

"1$

!

学习及工作态度情况
!

工作态度方面!绝大部分医学生

在实习期间还是比较认真负责"学习态度方面!大部分人会偶

尔迟到!不同性别%年级迟到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3

$!男性迟到的情况要多于女性!高年级医学生的迟

到情况要高于低年级医学生"绝大多数医学生会制订工作或

者学习计划并且严格执行!不同年级医学生情况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1"3

$!高年级医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表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内容
%

构成#

4

$

性别

!

男
'!' 631-"

!

女
65' H216"

年级

!

一年级
7" !31'"

!

二年级
!6! ''1!"

!

三年级
!-7 6"1!"

!

四年级
!!7 '"1""

!

五年级
-3 !'1H"

专业

!

基础医学类
'- 21H"

!

临床医学类
67! H315"

!

公共卫生类
6H H1""

!

护理类
22 -12"

!

其他
7H !H1'"

工作'实习经历

!

有
667 3-1!"

!

无
'33 2'17"

"1#

!

敬业精神认知情况
!

从敬业精神的概念及基本要求两个

方面调查医学生对于敬业精神内容的认知情况!以选择人数超

过
3"4

来判断!绝大多数医学生对敬业精神内涵选择包括爱

岗敬业精神%积极奉献态度%吃苦耐劳品质%精益求精作风%对

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对敬业精神基本要求选择包括有强烈的事

业心%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巩固的专业技能%热

爱工作%忠于职守%持之以恒%有勤勉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无

怨无悔%有旺盛的进取意识%不断创新%精益求精!见表
'

"

"1B

!

敬业精神实践
!

调查医学生在敬业精神方面的实践情况

发现!有
571H"4

的受调查者对自己的敬业精神比较自信!认

为自己已经具备或者比较具备敬业精神(有
7-1H"4

的受调查

者比较重视敬业精神的教育(

761!"4

的受调查者比较注意平

常自身敬业精神的培养(敬业精神缺乏的原因主要为社会风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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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31'"4

$!个人不注重培养#

!71-"4

$(自身因素方面!影

响敬业精神主要是自我定位不准#

2!1H"4

$!职业规划不足

#

6!16"4

$"

7!12"4

的受调查者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敬业精

神相关教育!认为目前学校在敬业精神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

题包括教育方式单一!效果不明显#

6-17"4

$!理论教育和实践

活动脱节#

6!13"4

$(针对当前问题提出的主要建议是多举行

关于敬业的实践活动#

351'"4

$!见表
6

"

表
'

!!

敬业精神认知情况

敬业精神内涵
%

构成#

4

$

爱岗敬业精神
27- 561-"

积极奉献态度
22H -31!"

吃苦耐劳品质
266 -'17"

精益求精作风
2'3 -!13"

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
2-" -71!"

有强烈的事业心!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2- -316"

有巩固的专业技能!热爱工作!忠于职守!持之以恒
3'6 551""

有勤勉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无怨无悔
23H -H15"

有旺盛的进取意识!不断创新!精益求精
26! -'1H"

表
6

!!

敬业精神实践情况

调查项目 内容
%

构成#

4

$

项目一 不具备
'! 613"

比较具备
6'6 3212"

具备
'"7 631'"

不清楚
2! H17"

项目二 不重视
!2 '12"

比较重视
'6H 671-"

重视
'-3 2H16"

非常重视
H7 !!1H"

项目三 不注意
2! H17"

比较注意
'H6 2216"

注意
'6- 6717"

非常注意
36 517"

项目四 家庭教育影响
35 715"

学校教育缺失
-3 !'1H"

社会风气影响
6'5 331'"

个人不注重培养
!!- !71-"

其他
!H '1-"

项目五 职业规划不足
!5H 6!16"

自我定位不准
'2- 2!1H"

自我期望太高
77 !H1-"

从小娇生惯养!不愿吃苦
63 317"

其他
'- 213"

项目六 没必要
3! 51H"

比较必要
!-6 '71!"

必要
'2" 2"12"

续表
6

!!

敬业精神实践情况

调查项目 内容
%

构成#

4

$

非常必要
!6" '!17"

项目七 没有开展相关教育
!"6 !-16"

教育方式单一%效果不明显
''3 6-17"

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脱节
!5- 6!13"

课程设置少!没有实际作用
25 51!"

教师队伍本身敬业精神缺乏
!6 '1'"

其他
!5 61""

项目八 开设相关课程
7- !H16"

开设相关讲座
73 !H1""

增加与敬业有关的社团
3H 712"

多举行关于敬业的实践活动
62H 351'"

!!

项目一&您觉得自己是否具有敬业精神(项目二&您对敬业精神的

重视程度(项目三&您平时是否注意自身敬业精神的培养(项目四&您认

为精神缺乏的主要原因(项目五&您觉得自身方面的哪些因素影响着您

的敬业精神(项目六&您认为学校开展敬业精神相关教育是否有必要(

项目七&您认为学校在开展敬业精神教育方面存在哪些问题(项目八&

您认为学校采取的哪种措施能更加有效改善敬业精神教育

$

!

问题及对策

$1!

!

存在的问题
!

结合调查数据及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医学

院校在学生敬业精神培育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

学校教育教学理念与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目标不符
!

医

学的本质是人学!提倡医学的人文关怀是
'!

世纪医学发展的

主旋律!它不仅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卫生保健行业的

期望"医学在由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
a

心理
a

社

会/医学模式转变!从技术至上走向人文关怀!其将成为现代医

学模式转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2

*

"医学目的应由原.治病救人/

转变为.注重生命质量%避免早死/!医学模式也从原.治病/转

变为.治生病的人/

)

3

*

"但一直以来受原.生物医学模式/影

响!我国医学生培养目标片面强调培养专业对口型人才!强调

实用性和狭窄的医学专业知识的传授)

H

*

!忽视以人为本的医学

本质及人文素质培养"

'"!'

年
3

月
-

日!教育部%卫生部以教

高4

'"!'

5

H

号印发+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

见,!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是着力于

医学教育发展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紧密结合!着力于人才培

养模式和体制机制的重点突破!着力于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临床

实践能力的显著提升!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更新教育

教学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

方法!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袁贵仁部长明确指出.学生

医德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要进一步加强/!以.岗位胜任力

为导向/培养 .能看病%看好病/的合格医生)

-

*

"医学教育综合

改革旨在促进学生医德%医技同步增长"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

学过程中!大部分学校仍然未能正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省略

系统的医德教育环节!教育者%学生均将培养%学习的重心放在

专业技能的提升上"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学校教育教

学理念与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目标不符"

$1!1"

!

学校轻视敬业精神培育与学生强烈需求相矛盾
!

此次

调研结果显示&

7!12"4

的受调查者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敬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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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相关教育!然而!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普遍存在重视专业技

能教育!轻视道德教育和敬业精神教育的状况"

'312"4

的学

生反映学校没有开展相关教育或课程设置少没有实际作用"

学校对敬业精神培育不重视与学生对敬业精神教育的强烈需

求相矛盾"

$1!1$

!

学校敬业精神教育内容%方式单一与学生需求脱节
!

此次调研结果表明&

H712"4

的学生认为学校教育方式单一!理

论和实践活动脱节!效果不明显(

351'"4

的学生建议学校多举

行关于敬业的实践活动(

6616"4

的学生建议开设有关敬业精

神培育的相关课程和讲座(

712"4

的学生建议增加与敬业精神

培育有关的社团"然而!目前各医学院校只在思政德育课和医

学伦理学课程中涉及医德教育内容!且没有专门章节讲述敬业

精神"极少开展与敬业精神培育相关的社团和实践活动"学

校敬业精神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单一与学生全方位多层次的培

养需求脱节"

$1"

!

对策
!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培养当代医学生的敬业

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1!

!

把握敬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

这两者虽有区别!

但又是统一的"在培育和实践过程中!应该使两者有机地联系

起来!在弘扬敬业精神的同时!不可忽视人文精神"医学是科

学!更是人学"要让医学回到人本身!需要明确一个真理&患者

不是病!而是人"医务工作者.以人为本/意识的牢固程度直接

关系到为病患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

年
!!

月!国际医学教

育专业委员会正式出台了+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文件强

调.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把.职业价值%态

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同样作为医学生的

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最低基本要求/认为敬业精神不仅包

括医学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对一组共同价值的承诺%自觉地建

立和强化这些价值及维护这些价值的责任等".共同价值/内

容包括追求卓越%利他主义%责任感%同情心%移情%负责%诚实%

正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

*

"如果说临床技能的培养是医学教

育的核心任务!那么培育医学生良好的敬业精神必定是支撑临

床技能的重要维度!加强医学生敬业精神培育正是医学人文属

性的必然需求"

$1"1"

!

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两课/教学的敬业精

神培育功能
!

敬业精神是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

集中体现!是人们对待职业的总体态度!是职业道德的部分内

容)

5

*

"在教育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医学生进行敬业

精神培育的核心内容!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

其职业荣誉感"

$1"1$

!

加强教育教学改革!设置多样化的敬业精神培养课程

!

通过查阅各医学院校网站及电话调查!目前我国还没有院校

专门开设学生敬业精神培育相关课程!也没有相关教材"绝大

部分医学院校敬业精神教育涵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课程中!有少数院校开设的+临床医学导论,中有少许敬业

精神教育内容"本校也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中的 .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职业生活中的有关法律/这

两小节内容与此有关"课程学习是学生获取知识最为直接的

途径!优化课程设置!对医学人文课程进行全程设计!增加敬业

精神教育内容!在+医学伦理学,+临床医学导论,等课程中设立

专门章节"开设相关选修课程!加强医学生敬业精神培养"并

克服目前人文课程大多集中于基础阶段的情况!把医学生敬业

精神的培养贯穿于医学院校的专业课程之中"强化教学过程

的渗透!全方位%多层次加强医学生敬业精神"

$1"1#

!

加强专业课教师在敬业精神培育中的作用
!

专业课教

师在培育敬业精神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在扭转学校敬业

精神教育严重落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培养学生敬畏

生命%关爱病患%以人为本的意识中建立良好的平台"敬业精

神要真正在医学生心中扎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敬业精神作

为一种理性精神!是一种精神境界!它不会自然形成!需要长期

培育!需要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需要通过实践加以固化"

$1"1B

!

构建第二课堂
!

开展敬业精神教育相关的实践活动和

讲座!设立相关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让学生在第二

课堂和社会实践中体验并固化敬业精神"

.大医精诚/的情怀绝非一蹴而就!高尚医德的养成与学校

的教育培养%临床实习的氛围息息相关)

7

*

"医德是一个长期培

养%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从医学生到医生的培养%成长%成熟的

每一个阶段!应根据医学生的不同实际情况!设计与医德教育

相关的内容!使医德教育和医技教育一样!循序渐进%逐步发

展!最后成熟根植于医学生身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医疗行业!培

养出医德高尚%医技娴熟的优秀医疗人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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