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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适应第三代医学教育改革要求,构建基础医学院学习指导体系,本文基于 Hutchinson
 

&
 

Wa-
ters学习需求分析理论,通过问卷测量等方式,对大学一至四年级本科学员进行学习需求调查,分析出不同年

级学习需求差异化特征,为学习指导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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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代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促使教育需求侧的结

构性衍化,医学本科生在接受高等医学教育的过程中

发生了需求层的广泛改变。开展医学本科生学习需

求研究,有助于了解特定群体学习需求发生的基本特

征、内在结构,将学习科学融入医学教育研究体系,全
面改善高等医学教育的需求侧矛盾,实现学习需求导

向下医学教育优质资源供给。
1 Hutchinson

 

&
 

Waters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针对学习需求分析

尝试建立了诸多分析模型,美国心理学家麦克米兰开

发了适用于教育培训与学习的胜任特征模型[1];杜杏

利等[2]基于Goldstein模型分析不同岗位临床护士的

培训需求,将需求评价方法系统化,构建了三层次模

型。本研究采用Hutchinson
 

&
 

Waters(1989)构建的

学习需求分析理论[3],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该理论

认为学习需求分析从目标需求和学习需求考虑,目标

需求是面向可能发生的目标场合学习者应该掌握的

知识和技能,是处在将来时的学习需求;而学习需求

是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掌握什么程度的知识

与能力,这种需求也是为满足客观目标需要而产生

的,是处在进行时的学习需求[4]。该理论由3个需求

分析单元构成[5]:(1)学生目标场合的客观需求;(2)
学习者知识与能力水平同目标需求的差距;(3)学习

者对“目标”和“差距”的主观看法[6]。本研究运用两

层次三单元的分析方法(图1),对医学本科生的学习

需求进行年级差异化分析,以应掌握的基础知识和临

床能力为基准[7],确定目标场合应达到的水平,对大

学一至四年级学员的学习需求进行测量,判断需求现

状与目标场合的大致差距[8],结合学生的现实表现,
得出不同年级学习需求的特征。

2 基础医学院本科学员学习需求调查

2.1 问卷编制过程

本研究问卷的编制工作借鉴了傅蕾[9]在职青年

学习需求量表编制研究、宛蓉等[10]普通本科大学生学

习需求现状调查、罗永忠[11]贵州省大学生学习需求调

查研究及曾常茜等[12]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学习需

求调查分析的相关经验,根据基础医学院的培养目标

及学员访谈情况,保留了学习环境需求、学习资源需

求等维度,剔除了授课教师品质等维度,最终形成了

自编问卷———基础医学院本科学员学习需求测量问

卷,包含知识获取需求、心理调节需求、学习资源需求

和学习环境需求4个维度,共计30题,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问卷试测环

节随机抽取了120名大学一至四年级本科学员,其中

有效问卷107份,将质量较差的2、15、20、24题项删

除后,本问卷最终由4个维度,26个题项构成。

图1  Hutchinson&Waters学习需求分析理论

2.2 问卷测量过程

正式的问卷测量环节采用了分层抽样的方式,大
学一至四年级各抽取250名,总计发放问卷1

 

000份,
回收 956 份,其 中 有 效 问 卷 902 份,有 效 回 收 率

94.35%。有效问卷中男648名,女254名,一年级

229名,二年级230名,三年级217名,四年级226名。
2.3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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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用SPSS2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用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学员不同年

级之间在学习需求层面的差异性,组间多重比较采用

LSD-t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各年级本科学员在知识获取需求方面比较

各年级学员在渴望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①)、希
望不断巩固专业基础知识(②)2个条目上存在明显差

异(P<0.05);且四年级学员的需求要高于其他3个

年级学生的需求。各年级学员在希望获取教材之外

的前沿知识(③)、对通识知识有很大的学习兴趣

(④)、希望拓宽知识获取的途径(⑤)3个条目方面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级学员在知

识获取需求比较,见表1。
表1  各年级学员在知识获取需求方面比较(x±s,分)

条目
一年级

(n=229)
二年级

(n=230)
三年级

(n=217)
四年级

(n=226)

① 4.04±0.88a 4.03±0.90a 3.96±0.99a 4.20±0.91

② 3.72±0.99b 3.70±0.95b 3.46±0.99 3.67±1.01b

③ 4.55±0.60 4.47±0.71 4.54±0.69 4.50±0.79

④ 4.34±0.70 4.22±0.83 4.30±0.80 4.30±0.80

⑤ 4.69±0.51 4.53±0.69 4.59±0.68 4.59±0.67

  a:P<0.05,与四年级比较;b:P<0.05,与三年级比较。

2.5 各年级本科学员在心理调节需求方面比较

各年级学员在认为自己的专业学习兴趣需要提

升(⑥)、学习情绪需要调节(⑦)、需要解决自己未来

学习发展的迷茫(⑧)、学习方法的选择产生了心理困

扰(⑩)、希望能有学员队干部关注到学习状况()、
希望考试前得到心理疏导()6个条目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学习时间不足造成了较

大的心理压力(⑨)、如何调整学习计划使内心不安

()两个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二年级学员的需求要高于其他3个年级学生的需求。
各年级学员在心理调节需求比较,见表2。

表2  各年级学员在心理调节需求方面比较(x±s,分)

条目
一年级

(n=229)
二年级

(n=230)
三年级

(n=217)
四年级

(n=226)

⑥ 4.45±0.60 4.31±0.79 4.36±0.79 4.40±0.69

⑦ 4.10±1.09 4.18±1.02 4.01±1.10 4.20±0.95

⑧ 3.90±1.13 3.92±1.10 3.80±1.12 4.04±1.01

⑨ 3.81±1.18 4.20±0.98a 3.88±1.15b 4.07±1.04a

⑩ 3.39±1.09 3.63±1.07 3.35±1.99 3.30±1.22

 3.97±1.08 4.07±1.08 3.85±1.15 4.04±1.03

 2.95±1.13 3.20±1.24 3.10±1.22 3.10±1.27

 3.16±1.25 3.50±1.31a 3.29±1.24 3.35±1.29

  a:P<0.05,与一年级比较;b:P<0.05,与二年级比较。

2.6 各年级本科学员在学习资源需求方面比较

各年级学员在认为应增加适合本校学生的自编

教材()、希望阅读英文原版医学书籍()、对课堂

教学资源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拥有更多的网络学

习资源()、需要课下更多的英语学习辅导()、认
为应该开设学习指导类课程()6个条目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需要更多的研究生考

试备考学习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四年级学员的需求要高于其他3个年

级学员的需求。各年级学员在学习资源需求比较,见
表3。

表3  各年级学员在学习资源需求方面比较(x±s,分)

条目
一年级

(n=229)
二年级

(n=230)
三年级

(n=217)
四年级

(n=226)

 3.10±1.19 3.33±1.26 3.19±1.20 3.12±1.28

 3.80±0.95 3.64±0.98 3.73±1.04 3.73±1.04

 3.47±1.09 3.45±1.15 3.46±1.14 3.42±1.18

 3.78±0.98a 3.69±1.12a 3.80±0.99a 4.21±0.97

 3.39±1.03 3.34±1.04 3.44±1.09 3.34±1.14

 3.96±0.83 3.85±0.92 4.01±0.87 3.90±0.83

 3.92±0.86 3.83±0.87 3.92±0.88 4.03±0.91

  a:P<0.05,与四年级比较。

2.7 各年级本科学员在学习环境需求方面比较

各年级学员在希望得到更多的自主学习环境

()、希望得到更多实验室学习机会()、喜欢团队

合作的学习环境()、希望得到跨校交流的学习机会

()、希望尝试技术条件下的移动学习()、需要充

分的临床实践学习环境()6个条目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级学员在学习环境需求

比较,见表4。
表4  各年级学员在学习环境需求方面比较(x±s,分)

条目
一年级

(n=229)
二年级

(n=230)
三年级

(n=217)
四年级

(n=226)

 4.09±0.87 4.02±0.94 4.05±0.92 4.16±0.85

 3.95±1.01 3.90±1.02 3.97±0.96 4.14±0.93

 4.03±0.87 4.07±0.90 3.96±0.92 4.09±1.01

 3.71±1.05 3.46±1.10 3.50±1.14 3.49±1.19

 4.52±0.64 4.44±0.68 4.43±0.78 4.45±0.71

 4.39±0.75 4.35±0.70 4.37±0.89 4.34±0.79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学员对于学习环境需

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学员普遍

关注学习环境的改善,尤其是期望增加自主学习环

境,均希望课上内容能有充分的课下吸收与整理的时

间环境和空间环境,需求自修室、阅览室、朗读角、在
线自主学习平台及移动学习终端等客观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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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表明,基础医学院本科学员呈现出较强的学习需

求,就此以年级为单元做出分析和讨论。
3.1 大学一、二年级学员以心理调节需求为中心的

内生学习需求特质

大学一、二年级学员生成以心理调节需求为中心

的内生学习需求特质。(1)来源:大学一、二年级学员

的学习需求主要来源于心理压力,在基础医学课程学

习任务加强的情况下,学员在情绪、专业学习动机、学
业发展期望、学习时间调控多方面表现出心理调节需

求,这也是由知识型需求向心理调节型需求转变的阶

段;(2)表现:大学一、二年级学员为典型的内生学习

需求,而非学习行为的外显需求,内生需求很难直接

观测和评价,其既带有隐蔽性,又具有起伏的特点。
尤其是大学二年级学员出现了怀疑自我学习能力,质
疑专业课程设置,学习动机下降的现象。
3.2 大学三年级学员以知识获取需求为核心的学习

需求框架
  

大学三年级学员形成了以知识获取需求为核心

的学习需求框架。大学三年级学员的“知识获取需

求”偏向于类型需求和途径需求,这与该群体的年龄

特征呈正相关关系。从类型需求分析,大学三年级学

员对医学专业知识的需求程度大于通识知识,并在基

础医学方面的知识需求较高,表现出希望全面掌握基

础医学知识体系、夯实医学知识根基的愿望,是典型

的厚基博识的学习特征,具有明显的学习组织性动

机。从途径需求分析,大学三年级学员的知识获取途

径大致以教材为界限,一部分学员依赖课程教材获取

知识,另一部分学员渴望拓展教材外的途径。
 

3.3 大学四年级学员以复合型学习需求为基本结构
   

大学四年级学员形成了复合型学习需求基本结

构,具有学习资源需求与知识获取需求的双元需求牵

引。大学四年级学员面临考研、临床实习和就业的多

重压力,对备考资源、信息资源等一类学习资源的依

存性增强。深度分析学习资源需求结构,可以分为医

学硕士研究生统考与联考学习资源、执业医师考试学

习资源、通用和专业英语学习资源、就业信息资源等,
这些资源与学员的医学学业发展、医师职业发展有紧

密联系,反映出大学四年级学习形势的新变化,学员

更强调通过自主学习、自我决策来适应分流。大学四

年级学员的知识结构与大学一年级相比发生了质的

改变,专业知识获取需求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加强,
更关注医学分支知识、医学前沿知识的获取,在通识

知识的获取动机和数量上均有所下降。
3.4 学员随年级变化呈现出学习需求稳态增长

排除差异性项目再分析,基础医学院4个年级学

员在学习需求宏观上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除个别

短期阶段,因心理原因和学业压力等影响有学习动机

下降,学习方向迷茫等问题出现,4个年级纵向观察,
学习需求不断增长,从大学一年级的单项学习需求逐

步发展为大学四年级的复合学习需求,与学习任务从

专业基础课程上升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专业课程,增
加了临床见习相匹配。并且大部分学员经过4年的

学习已适应医学专业的学习规律,形成了带有个性化

风格的专业学习方法,学习需求的增长 态 势 逐 渐

稳定。
综上所述,医学本科学员学习需求年级差异化明

显,需求内容多样,应引起基础医学院学习管理工作

的关注,调整学习指导活动,满足不同年级学员的学

习需求,可更好地改善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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