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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地方医学院校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为医学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科学的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用“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调查问卷”对

 

733
 

名临床专业医学本科生进行调查,其

中2018级363人,2019级370人。结果 研究人群自主学习能力总分为(112.96±14.73)分,不同维度之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医学生在学习信念和收集处理信息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女生学习信念能力高于男生,而男生收集处理信息能力高于女生,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各

维度能力均高于无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8级和2019级医学生各维度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不同情况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存在明显差异,高校应综合以上因

素考虑改革教学方法,激励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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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local
 

medical
 

colleges,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733
 

medical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including
 

363
 

in
 

grade
 

2018
 

and
 

grade
 

2019,using
 

the
 

questionnaire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was
(112.96±14.73),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dimension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arning
 

belief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medical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P<0.05),among
 

which,the
 

level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belief
 

of
 

femal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the
 

ability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
cessing

 

of
 

mal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and
 

the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with
 

student
 

cadre
 

experienc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edical
 

students
 

without
 

student
 

cadre
 

experience
 

in
 

all
 

di-
mensions(P<0.0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of
 

grade
 

2018
 

and
 

grade
 

2019
 

in
 

all
 

dimensions(P>0.05).Conclusion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nsider
 

the
 

above
 

factors
 

to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tter
 

conduct
 

autonomou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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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l-
leges

  在医学教育领域,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的《本科

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的《全
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及我国出台的《本科医学

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都明确提出医学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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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达到具有独立、自我引导学习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

的培养要求[1-4]。与其他领域相比,医学领域的信息

量更大,更替率更高。因此,医学生必须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以适应医学知识量大、更替率高、服务技术精

准等高标准要求[4]。有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普遍存

在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既缺乏学习动力,又不

能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5]。目前关于地方医学院校

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较少,本研究对某地方医学

院校在校医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进行了调查,
为进一步有效落实高校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供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西安医学院大二和大三临床医

学专业的医学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于2022年6月

19-25日开始为期1周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
 

031份,回收调查问卷1
 

018份,回收率为98.7%,
有效调查问卷733份,有效率为72.0%。其中男247
人,女486人,男女比例为1∶1.97;2018级363人,

2019级370人。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本次调查问

卷采用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调查问卷,根据文献[6-7]
研制的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改编。经预调

查后正式应用,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学生实际情况,主

要内容包括医学生基本信息和自主学习能力测评2
个方面。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形式填写,现场发放问

卷,并由调查者说明调查目的及填写要求,学生现场

进行填写并回收问卷。

1.2.2 自主学习能力测量 采用王小丹编制的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测量量表[6-7]。该量表是在对全国
 

5
 

所医学院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基础上研制的“本土化”
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问卷包括2个一级

指标(自我动机、客观行为)、6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

级指标,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采用Likert量表[8]

的5级评分,即完全符合、基本符合、一般、基本不符

合、完全不符合5级,相应分值分别为
 

5、4、3、2、1分。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
 

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

双份录入,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χ2 检验分析该医学生群体各种情况现状分布差异,采
用t检验和方差检验分析自主学习能力得分在性别、
专业、年级等方面的差异。检验水准α=0.05,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比较 2018级和2019级临

床医学生在性别、民族、有无学生干部经历分布方面

较均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高
考成绩和政治面貌分布方面不均衡,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2。

表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比较[n(%)]

年级 n
性别

男 女

是否干部

是 否
 

政治面貌

党员 团员 群众

民族

汉族 维吾尔族 其他

2018级 363 125(34.4) 238(65.6) 95(26.2) 268(73.8) 87(24.0) 264(72.7) 12(3.3) 338(93.1) 11(3.0) 14(3.9)

2019级 370 122(33.0) 248(67.0) 94(25.4) 276(74.6) 46(12.4) 322(87.0) 2(0.5) 352(95.1) 12(3.2) 6(1.6)

χ2
 

- 0.175 0.056 25.458 3.461

P - 0.675 0.813 <0.001
 

0.177

  注:-表示无此项。

表2  调查对象年龄和高考成绩比较(x±s)

年级 n
年龄(岁)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高考成绩(分)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2018级 363 20 25 22.46±0.87 488 538 503.36±10.71

2019级 370 19 24 21.36±0.77 519 580 532.10±11.79

t - 18.191 -38.027

P - <0.001
 

<0.001

  注:-表示无此项。

2.2 被调查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 自主学习能

力人均总得分为(112.96±14.73)分,自我动机信念

得分为(32.44±4.08)分,客观行为得分为(80.52±
11.63)分,自我动机信念和客观行为各维度均分之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研究对

象的自我动机信念、自我监测和交流合作能力均较

强,制定学习目标和获取及处理信息能力次之,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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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水平(x±s,分)

维度
题目数量

(n)
维度得分 题目均分 F

 

P
 

自我动机信念

 自我动机 5 20.30±2.79 4.06±0.56

 学习信念 3 12.14±1.82 4.05±0.61

 合计 8 32.44±4.08 4.05±0.51

客观行为

 制定学习目标 4 14.03±2.55 3.51±0.64

 自我监测 7 26.37±3.93 3.77±0.56

 获取及处理信息 4 14.28±2.77 3.57±0.69

 交流合作能力 7 25.84±4.187 3.69±0.60

 合计 22 80.52±11.63 3.63±0.53

合计 30 112.96±14.73 3.77±0.65 108.63 <0.001
 

图1  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题目均分比较

2.3 不同性别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 男生自主

学习 能 力 总 分 为 (113.72±14.91)分,女 生 为

(112.58±14.64)分;男 生 自 我 动 机 信 念 得 分 为

(32.19±4.20)分,女生为(32.57±4.01)分;男生客

观行为总得分为(81.53±11.61)分,女生为(80.01±
11.61)分。不同性别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自我

动机信念和客观动机总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进一步分析各维度发现,男生学习获

取及处理信息能力明显高于女生,而女生学习信念能

力高于男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4。

2.4 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

 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为

(115.90±14.10)分,自我动机信念得分为(33.20±
4.00)分,客观行为总得分为(82.70±11.16)分;无学

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为(111.94±
14.82)分,客观行为总得分为(79.76±11.70)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分析各维度发

现,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各维度能力明显高于无

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5。

2.5 不同年级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 2018级临

床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为(113.33±14.08)分,
自我动机信念得分为(32.42±3.93)分,客观行为总

得分为(80.91±11.00)分;2019级临床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总分为(112.61±15.36)分,客观行为总得分

为(80.14±12.21)分。不同年级临床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总分及客观行为总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进一步分析各维度,2个年级各维度

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4  不同性别间医学生自主学习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x±s,分)

性别 n
自我动机信念

自我动机 学习信念

客观行为

制定学习目标及计划 自我监测与调节 获取及处理信息 交流合作能力

男 247 20.24±2.88 11.94±1.81 14.23±2.63 26.49±3.98 14.68±2.79 26.13±4.25

女 486 20.33±2.75 12.24±1.81 13.92±2.51 26.31±3.91 14.07±2.74 25.70±4.15

t - -0.396 -2.116 1.682 0.569 2.834 1.315

P - 0.692 0.035 0.093 0.569 0.005 0.430
 

  注:-表示无此项。

表5  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医学生自主学习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x±s,分)

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 n
自我动机信念

自我动机 学习信念

客观行为

制定学习目标及计划自我监测与调节 获取及处理信息 交流合作能力

是 189 20.74±2.74 12.47±1.73 14.40±2.63 27.06±3.88 14.82±2.73 26.43±3.95

否 544 20.15±2.79 12.03±1.83 13.90±2.51 26.14±3.93 14.09±2.76 25.64±4.25

t - 2.500
 

2.859 2.311 2.789 3.134 2.248

P - 0.013 0.004 0.021 0.005 0.002 0.025

  注:-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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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年级间医学生自主学习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x±s,分)

年级 n
自我动机信念

自我动机 学习信念

客观行为

制定学习目标及计划 自我监测与调节 获取及处理信息 交流合作能力

2018级 363 20.20±2.72 12.21±1.71 14.01±2.29 26.47±3.68 14.45±2.69 25.98±3.97

2019级 370 20.40±2.85 12.07±1.91 14.05±2.79 26.28±4.17 14.11±2.84 25.70±4.39

t - -0.952 0.898 -0.214 0.644 1.669 0.916

P - 0.341 0.370
 

0.830
 

0.520
 

0.095 0.360
 

  注:-表示无此项。

3 讨  论

本研究人群是大三和大四医学生,通过专业基础

和临床课程的学习,对专业有了一定的理解。研究结

果显示研究人群自主学习能力总体较强,但各维度能

力略有差别。自我动机信念维度中自我动机和学习

信念较强,客观行为维度中自我监测和交流合作能力

较强,制定学习目标和获取处理信息能力次之。可能

是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生越来越认识到专业要与时

俱进,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医学生对

自主学习的内在价值理解越深刻,越能激励自身进行

自主学习。大三和大四医学生学习任务量增加,大多

数学生开始复习考研,学习时间和要求弹性较大。在

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部分课程采用小组讨论、病
案分析等形式教学,学生的交流合作能力和自我监测

能力得到了一定训练,但制定学习目标和获取处理信

息的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1 不同性别与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系 本研

究发现,男女间自主学习能力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而女生学习信念能力高于男生,男
生学习获取及处理信息能力明显高于女生,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与陈景丽等[9
 

]报道一致,产
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既有生理方面也有心理方面。从

生理上来说,女生负责控制冲动的大脑额叶发育得较

早,女生比男生更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因此女生的

自我动机更强一些。从心理上来说,女生是感性动

物,而男生是理性动物,女生更容易从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教育等获得正能量,拥有更强烈的自我动

机,从而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在获取及处理信息这

一项上,男生的得分是高于女生的,其原因可能是男

生天生动手能力较强,活泼好动,喜欢灵活多变的学

习方式。

3.2 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与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关系 本研究比较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总分、自我动机信念、客观行为得分及各

维度得分,结果显示,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各维

度得分明显高于无学生干部经历的医学生。可能是

学生干部由学生选举产生,是在德、智、体等各方面表

现比较突出和优秀的学生,起着模范、组织者、榜样的

作用,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是教师的助手,又是

学校各级组织连接广大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因

此,相比普通的学生,担任班干部的学生具有较强的

自我管理能力[10]。

3.3 不同年级与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系 本研

究的项目来源于2021年陕西省教育厅教改重点项

目,目的是解决地方医学院校推进教学基地同质化问

题,作为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对大三和大四的五年制

临床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调查。比较2个年

级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马冰等[11]报道高年级医学生自我

效能普遍高于低年级医学生,且大四学生能力分值最

高。这可能是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

为全面、学习能力有所增强,对自主学习更有信心。
而本研究结果与马冰等[11]的报道不一致。本研究尽

管采取整群抽样调查,问卷的回收率高达98.7%,但
问卷有效率偏低(72.0%),可能存在结果欠全面的

问题。

3.4 有效提高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措施 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并不是仅依靠学生就能做到的,
还必须借助于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学校制度及环境

设施的完善,在给医学生创造更好学习平台的同时,
让他们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更加主动地学习,从而

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12-13]。教师应采取更丰富的教

学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准备度。根据学生的一

般情况针对性地提出要求、培养习惯;根据年级指导

学习资源体系建设,满足不同年级学生自主学习资源

的需求;教师借助线上教学方式和线下自主学习氛

围,同时融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学人文情怀,增
加医学生对医学的热爱,有利于更充分地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14-15]。
综上所述,不同情况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存在明

显差异,高校应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改革教学方法,激
励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和学生自身的特点引导学生探索医学知识,追求理想

信念,促进医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当

代高素质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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