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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在医学生实习教学职业规划引导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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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实习教学是医学生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医学生将职业规划实体化的阶段,目前实习教学大多偏

重于完成教学大纲内容,对医学生的职业规划引导十分欠缺。本文在分析目前医学生实习期职业规划现状及

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PDCA循环理论对实习期医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引导,使医学生在完成临床实习的

同时,树立更加清晰的职业规划理念并不断提升和优化职业规划路径,为不同阶段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提供借

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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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医学教育中,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启动较

晚,普及面较小,且绝大部分只停留在院校教育阶段,
医学生受实习教学医院引导的职业规划较薄弱。目

前,研究生层次以下的医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医疗环

境压力加大,又处于医疗改革的非常时期;而少量的

课堂理论与实际医疗环境有出入,使得医学生对于未

来的职业发展缺乏清晰定位和足够信心[1]。实习阶

段是医学生首次完整体验医疗生活的重要阶段,此时

的职业规划引导可以帮助他们规避选择误区,尽量理

性地做出毕业后的人生抉择,这对于稳定医学队伍、
减少人才流失具有重要意义。PDCA

 

循环能大大加

强师生之间的沟通,提高积极性[2-3]。PDCA循环包

括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4
个依次进行的内容,作为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
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螺旋式上升管理理念,已
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医院的日常管理,特别在国内外医

院评审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是持续改进医院管理问题

的有效手段。本文将这一理念用于教学医院对医学

生的职业规划,解决新时期医改和教改环境下,医学

生职业规划的问题,对PDCA循环在实习教学中如何

以问题为导向,加强职业规划引导做了探索性研究,
以期达到策略性帮助医学生明确下一步方向、提高就

业效率的目的。
1 医学生实习期职业规划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

1.1 医学生实习期个人职业规划现状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作为三甲综合教学医院,
常年有来自多个医学高校的各学制各专业临床实习

的医学生,在每学年的岗前培训时均会进行摸底调

查。根据对2016-2018年168名临床医学专业五年

制本 科 实 习 的 医 学 生 调 查 得 知,大 部 分 医 学 生

(65.48%)缺乏系统的职业规划教育,只有少数在下

临床前参加过学校的就业指导;半数以上学生(51.
79%)在实习最初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对未来定位

不明确;有初步职业规划的学生(34.52%)中,其规划

依据按照3个层次的支点来源划分,即:生存压力、发
展空间、个人兴趣,其中生存压力对个人选择的影响

较大(39.89%),见表1。

表1  实习生岗前培训时期职业规划情况调查(n=168)

项目
性别

男 女

是否接受过职业规划教育

有 无

目前有无未来职业规划

有 无

职业规化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生存压力 发展空间 个人兴趣

人数(n) 76 92 58 110 81 87 67 41 60

占比(%) 45.24 54.76 34.52 65.48 48.21 51.79 39.89 24.40 35.71

1.2 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已处于大学最后一年学习,但尚无职业规划

的医学生可能基于多方面因素冲突,难以权衡;或者

基于对医疗现状和政策的不全面了解,选择存在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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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悲观情绪[4];另外有部分学生自我认知不足,盲目

自大或自卑,甚至存在职业脱离的潜在可能[5]。笔者

发现,已有规划的医学生中,生存压力的影响已经超

过了个人兴趣对择业的影响。主要缘于家庭因素,包
括因家长的愿望而选择就近医院;因经济压力较大而

急于就业(含住陪)再考研等。未来职业的发展空间

(如考研)也是部分医学生考虑的主体,这部分医学生

相对自主性强,能在现有资讯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理性

的比较,同时还能兼顾个人兴趣。
即便如此,规划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并主要体现

在实习的前半阶段,在实习中后期逐渐明朗。很多学

生在实习几个月之后发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压力

值和兴趣点也悄然变化,从而在实习中期会有大量学

生申请修改轮转计划,或者提前结束实习,此时出现

实习生的第一次选择分流。基于这个情况,笔者联合

医务、护理、科研等多部门探索性转变管理措施,在优

化管理流程的同时更好地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引导,
以适应这种思想转变和人员变动。
2 PDCA循环对实习期医学生职业规划的引导作用

  PDCA循环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特.戴明

博士提出,是质量管理的重要方法[6]。PDCA包含四

个循环 的 阶 段,即 计 划 (plan)、执 行 (do)、检 查

(check)、处理(action)[7]。PDCA循环就是在管理工

作中遵循计划-执行-检查-处理顺序并周而复始地循

环往复的一种质量管理理论[8]。PDCA能针对性地

发现当前环境中的问题,通过根因分析等管理工具寻

找根本原因的解决方法,将实习医学生的职业规划问

题与临床工作结合,可以更好地确定职业生涯的方向

并在实现过程中不断修正,提高规划的质量。
2.1 计划阶段

计划是职业规划的探索阶段,按需制订适合个人

的实习轮转计划。目前实习阶段存在学生自我学习

意识薄弱、由于逐年增长的医疗纠纷使带教老师禁止

或减少学生实际操作、考研或就业影响学生实习进程

等问题。
2.1.1 实习早期设置

在医学生来院报到后,应在常规性岗前培训中增

加职业规划内容的课程。其次,在岗前培训期间召开

师生代表见面会,增进双方了解,以便下一步实习轮

转的计划制定和开展。在制定轮转计划表时,要充分

调动实习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岗前培训后,让实习

组长收集大家轮转意愿,先行自由分组,再参考教学

大纲和临床科室具体情况(如科室师资人数、病患收

治量等)制订轮转计划。
2.1.2 实习中期规划

实习中期根据学生意愿(可用调查问卷表)增设

对职业规划调整的指导课程。鉴于往年经常发生实

习医学生频繁要求更改轮转计划的情况,笔者发现一

般在实习3~6个月时是申请更改的高峰期,于是在

与部分学校和学生沟通后,本科室试行了预先制定半

年轮转计划的办法。此时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临床体

验和了解后,加上其他因素的同步变化,很多人对职

业规划有了新的考量。有些人会考虑今后从业岗位

而目的性选择轮转科室,有些人会准备考研、转岗实

习,甚至去外单位应聘而提前结束实习。在实习半学

年末召集实习组长再次收集实习医学生意见,制订后

半年轮转计划,并留1个月机动学习期进行最后的巩

固或者弥补。
从两年的试行来看,此举有效避免了学生频繁更

改轮转计划的状况;并且学生经过半年较为成熟的思

考,自主参与制订轮转计划,擅自脱岗现象大幅减少,
工作学习积极性也得到提高。在实习时,根据观察到

的、反馈来的信息对学生分组,进行有侧重点的培养,
塑造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9]。比如喜欢科研的可以

安排参加医院和科室课题组的科研工作;具有管理天

赋的可以安排参与各项组织协调工作,在机动期到机

关部门集中学习了解;对某一临床科室有兴趣的在后

期计划时进行重组。岗前培训中的师生见面会很受

临床教学组长的欢迎,认为可以预先了解该届学生情

况,对制订带教计划做到心中有数。整个培训中有意

识的职业规划引导,也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思考自己的

实习重点和未来从业方向,以制订合理、稳定的轮转

计划。在实习结束、面临毕业之际,有必要集中对学

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突出有实战意义的面试指导、
人事管理制度等内容指导。
2.2 执行阶段

此阶段要求医学生对已制定的实习轮转方案认

真执行,提高职业规划的质量。成立PDCA管理小

组,主要由教研室、科室教学秘书组成,指定一名熟悉

临床工作的高年资医护人员担任组长。认真按照实

习生轮转的相关规章制度,监督学生的轮转过程与出

科考核。首先要开好头:加强实习前的岗前培训,技
能操作训练,医德医风、医疗法规和医患沟通教育,让
学生能尽快转变身份,进入实习。其次要抓落实:加
大教学投入力度,购入模拟器材,满足医学生必需的

技能培训,给学生及带教老师充分的信心让实习生参

与实际操作;加强对带教老师的培训,让老师在教学

的同时也勇于放手让技能合格的学生参与实际操作;
实行个体化带教,通过让学生参加科室课题组讨论、
主持科室业务学习、由研究生带教加强论文写作等方

式,有侧重地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最后,出科前

常规摸底考试,考试内容除专业知识、培训内容外增

加前述调查内容。此外,还设置了开放性问题,如“结
合实习大纲,列举最倾向选择的3个临床科室?”在了

解学生的最初从业趋势的同时也让医学生对自己的

职业进行初步的规划与考虑。
2.3 检查阶段

此阶段主要是对照制定的轮转计划,检查实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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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效果,及时发现不足。在一学年的实习过程中,
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收集师生双方反馈的问题,互
相测评打分,作为学生毕业成绩鉴定的依据和医师职

称考核依据。对于双方反馈的问题进行点对点的改

进,改善实习与教学质量,使学生及时地对自我的职

业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正。出科时学生也常规对带教

老师进行评分,评分结果也按权重计入年终总评。
2.4 处理阶段

此阶段在检查的基础上,对好的结果进行肯定,
将受学生认可的课程和带教模式固化并继续实施,作
为对下一批实习生进行培训的依据;对于存在的问题

则进入下一个PDCA循环,从而对问题进行进一步修

正,日渐改善实习教学中对医学生职业规划的引导,
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3 总  结

  医学生职业规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职业

规划教育应该贯穿医学教育全过程,从其入学到公

共、基础医学教学阶段,再到临床教学阶段,甚至毕业

后教育阶段。本文以实习期间的职业规划引导为切

入点,介绍PDCA循环在医学生实习教学中的职业规

划引导应用。PDCA循环是有效的持续质量改进的

手段[10],是一种运动式上升的管理理念。在实习期学

生经过一年的临床工作学习,能充分顾及压力、个人

发展和兴趣点之间的平衡,此时的引导重在协助他们

准确定位[11]。PDCA循环的实施能有效加强学生与

老师之间的沟通,按需制订不同的轮转制度能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这些对于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更能起到

有效的引导作用。采用PDCA循环进行职业规划引

导,按照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4个阶段进行管理,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医学生职业

规划教育的其余各个阶段。
此外,针对医学生职业规划引导,首先可从国家

宏观层面设置医学生职业规划相关课程,宣传职业规

划的重要性,培养医学生正确的职业规划意识,并引

导医学生进行有效的职业规划。其次,加强医学生培

养的师资队伍建设,除加强教师临床教学能力及素质

培训外,还应提高教师在职业规划教育方面的指导水

平,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理念,做好

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启蒙人和领路人[12]。再次,可
将PDCA循环应用于医学生职业规划引导各阶段之

中,由教务部门牵头成立PDCA循环管理小组,实时

监测反馈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情况,帮助学生动态调

整职业规划路径。在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每

一个阶段都可利用PDCA循环理论进行目标管理,促
进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实效的提升,帮助他们科学合

理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最终实现医学生的职业生涯

规划目标及医学人才队伍的稳定建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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