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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分析上海高校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理解和认知现状。方法 选取上海市部分

医学院校的全日制在读医学生574名,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开展调查,并根据参与志愿者工作或抗疫一线工作

经历将医学生分为参与组(362名)和未参与组(212名),进一步分析相关工作经历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重要性

认同度的影响。结果 不同学历医学生对《医师宣言》和《中国医师宣言》的认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6.2%的医学生认为疫情的发生并没有影响个人职业规划,37.3%的医学生在经历疫情之后更坚

定了学医的决心,准备为医学事业献身;37.6%的医学生认为疫情对个人职业精神影响很大,加深了对医学职

业精神的直观感受,并将付诸实践;46.5%医学生意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对医学教育、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

性。医学生认为医学职业精神最重要的前3项是“尊重患者”(87.1%)、“在困难时保持镇定”(87.3%)和“解决

自己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86.2%),而排名末3项则是“代表患者发声”(58.9%)、“对待患者,随叫随到”
(47.9%)和“为满足患者,接受对自己不便的要求”(41.5%)。参与组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重要性的认同度显

著高于未参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认识目前仍存在不足,且利

他主义精神相对缺乏,但大部分医学生能认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在自身成长、发展与职业实践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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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
alism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Shanghai
 

universities.Methods A
 

total
 

of
 

574
 

full-time
 

medical
 

students
 

from
 

some
 

medical
 

colleges
 

in
 

Shanghai
 

were
 

selected.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nduct
 

the
 

survey.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volunteer
 

work
 

or
 

anti-epidemic
 

front-line
 

work,medi-
cal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participating
 

group(362)
 

and
 

non-participating
 

group(212),and
 

the
 

influence
 

of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connotation
 

was
 

fur-
ther

 

analyzed.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on
 

of
 

Physician
 

Declaration
 

and
 

Chinese
 

Physician
 

Declara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qualifications(P<0.05).
46.2%

 

of
 

medical
 

students
 

believed
 

that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did
 

not
 

affect
 

their
 

personal
 

career
 

plan-
ning,and

 

37.3%
 

of
 

medical
 

students
 

strengthene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tudy
 

medicine
 

after
 

the
 

epidemic
 

and
 

were
 

ready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medical
 

cause.37.6%
 

of
 

medical
 

students
 

believed
 

that
 

the
 

epi-
demic

 

had
 

a
 

great
 

impact
 

on
 

personal
 

professionalism,deepened
 

their
 

intuitive
 

feelings
 

about
 

medical
 

profes-
sionalism,and

 

would
 

put
 

it
 

into
 

practice.46.5%
 

of
 

medical
 

student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medical
 

profes-
sionalism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Medical
 

students
 

believed
 

that
 

the
 

top
 

three
 

most
 

important
 

item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were
 

“respect
 

for
 

patients”(87.1%),“keeping
 

calm
 

in
 

di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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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
 

times”(87.3%)
 

and
 

“solving
 

the
 

gap
 

between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86.2%),while
 

the
 

last
 

three
 

items
 

were
 

“speaking
 

on
 

behalf
 

of
 

patients”(58.9%),“treating
 

patients
 

on
 

call”(47.9%)
 

and
 

“accepting
 

in-
convenient

 

requirements
 

for
 

themselves
 

to
 

meet
 

patients”(41.5%).The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notat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n
 

the
 

participat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
participating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Conclusion Medica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s
 

still
 

insufficient,and
 

the
 

spirit
 

of
 

altruism
 

is
 

relatively
 

lacking.
However,most

 

medical
 

students
 

can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in
 

their
 

own
 

growth,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Medical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emer-
gencies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日益凸显,对健康方面的需求也日

益增长,尤其是老年病的增多、流行病的突发,在技术

和道德方面对医学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

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职业精神的培养、弘扬和

发展更具教育意义与时代价值。以新型冠状病毒为

例,其在短期内造成国内外大量人群感染,成为全球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在此期间,我国各地医

护人员前赴后继、舍身奉献,展现出了医者崇高的职

业素养,给医学生树立了医者仁心、生命至上的榜样

作用[2]。“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
具有新内涵和新思想的“中国精神”[3],体现了医者无

私奉献的高尚职业道德。在校期间是引导医学生形

成正确职业认知和良好职业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本研

究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为背景,在2022年上海

高校实施3~6个月闭环管理结束后发放问卷,调查

分析上海高校医学生对职业精神的理解和认知现状

及疫情对其认知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关于医学生职

业精神的教育水平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上海市部分医

学院校的全日制在读医学生574名。纳入标准:自愿

参与调查的全日制在读医学生。排除标准:由于条件

限制无法使用电子设备接受调查问卷及不愿意参与

调研者。
1.2 方法 采用问卷星进行调查。检索查阅大量关

于医学生医学职业精神认知度测量的相关资料,根据

疫情防控期间医学院校医学生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

编制含有27个条目的《医学生心理状况和职业精神

现状调查问卷》。该问卷包含3部分:第1部分是人

口学资料信息,共6个条目,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政
治面貌、最高学历、就读医学院校及专业;第2部分为

医学生医学职业精神认知度调查,共12个条目;第3
部分为医学生心理状况调查,其中《医师宣言》所倡导

的3项基本原则分别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患者

自主”“社会公平”,但在具体调研过程中发现能够完

全选择正确的医学生非常少。因此,在设计问卷时借

鉴了郑红朝[4]《关于医师职业精神现状的调查问卷》,
除了设置3个正确答案之外,还设置了干扰选项“生
命至上”。同时,采用职业 素 养 迷 你 评 估 测 试(P-
MEX)分析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的认同度。根

据参与志愿者工作或抗疫一线工作经历将医学生分为

参与组(362名)和未参与组(212名),进一步分析相关

工作经历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重要性认同度的影响。
经预调查,该问卷具有可行性,其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9。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74份,收到有效问卷

574份,有效率为100%。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与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或百

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调查情况 574名医学生中,女生占

61.5%,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62.0%。见表1。
表1  一般资料调查情况(n=574)

项目 n 占比(%)

性别

 男 221 38.5

 女 353 61.5

学历

 本科生 218 38.0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356 62.0

院校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119 20.7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19 38.2

 同济大学医学院 99 17.2

 上海中医药大学 134 23.3

 其他院校 3 0.5

2.2 不同学历医学生对《医师宣言》和《中国医师宣

言》的认知情况 不同学历医学生对《医师宣言》和
《中国医师宣言》的认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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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表2。在对《医师宣言》的认知调查中

发现,87.3%(501/574)的医学生选择了“生命至上”,
位居所有选项第1位,而选择“患者自主”的医学生最

少,占59.8%(343/574)。

表2  医学生对《医师宣言》和《中国医师宣言》的认知情况
 

[n(%)]

项目 学历 非常熟悉 比较熟悉 听说过 从未听过 合计 χ2 P

医师宣言 本科 17(7.8) 56(25.7) 98(45.0) 47(21.6) 218(100.0) 14.253 0.003

研究生 52(14.6) 115(32.3) 141(39.6) 48(13.5) 356(100.0)

中国医师宣言 本科 20(9.2) 65(29.8) 98(45.0) 35(16.1)) 218(100.0) 9.194 0.027

研究生 53(14.9) 130(36.5) 126(35.4) 47(13.2) 356(100.0)

2.3 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规划、职业精神的影响 疫

情对大部分医学生而言,在职业规划、职业精神方面

所产生的影响是正性影响。46.2%的医学生认为疫

情的发生并没有影响个人职业规划,37.3%的医学生

在经历疫情之后更坚定了学医的决心,准备为医学事

业献身;37.6%的医学生认为疫情对个人职业精神影

响很大,加深了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直观感受,并将付

诸实践;46.5%医学生意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对医学教

育、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见表3、4。
表3  疫情对医学生自身职业规划的影响

项目 n 占比(%)

无影响 265 46.2

更坚定了学医的决心,为医学事业献身 214 37.3

有影响,产生了动摇,处于矛盾的态度 63 11.0

完全改变目标,有弃医的想法 2 0.3

没有留意相关事宜 30 5.2

表4  疫情对医学生自身医学职业精神的影响

项目 n 占比(%)

影响很大,加深了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直观感受,并将付

诸实践
216 37.6

有点影响,意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对医学教育、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267 46.5

无影响 67 11.7

无所谓,不关注这个方面 24 4.2

2.4 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认同度分析 医学

生认为医学职业精神最重要的前3项是“尊重患者”
“在困难时保持镇定”和“解决自己知识和技能上的差

距”,分别占87.1%、87.3%和86.2%;而排名末3项

则是“代表患者发声”“对待患者,随叫随到”和“为满

足患者,接受对自己不便的要求”,分别占58.9%、
47.9%和41.5%。见表5。
2.5 2组 医 学 职 业 精 神 内 涵 重 要 性 的 认 同 度 比

较 参与组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重要性的认同度显

著高于未参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

中,参与组认为“积极倾听患者意见”“尊重患者”“确

保对患者的持续关注”“辨别并满足患者要求”等选项

“重要”的比例高于未参与组。见表6。
表5  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内涵认同度分析[n(%)]

项目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积极倾听患者意见 480(83.6) 92(16.0) 2(0.4)

将患者视作健康人 437(76.1) 117(20.4) 20(3.5)

尊重患者 500(87.1) 73(12.7) 1(0.2)

辨别并满足患者要求 440(76.7) 123(21.4) 11(1.9)

为满足患者,接受对自己不便

的要求
238(41.5) 164(28.6) 172(30.0)

确保对患者的持续关注 381(66.4) 171(29.8) 22(3.8)

代表患者发声 338(58.9) 181(31.5) 55(9.6)

与患者/同事间保持适当距离 380(66.2) 173(30.1) 21(3.7)

表示对行业底线的意识 490(85.4) 82(14.3) 2(0.4)

承认错误/疏忽 464(80.8) 103(17.9) 7(1.2)

征求反馈 448(78.0) 115(20.03) 11(1.92)

接受反馈 459(78.0) 106(18.5) 9(1.6)

在困难时保持镇定 501(87.3) 71(12.4) 2(0.4)

准时 472(82.2) 98(17.1) 4(0.7)

以令人信赖的方式完成任务 481(83.8) 89(15.5) 4(0.7)

对待患者,随叫随到 275(47.9) 149(26.0) 150(26.1)

保持仪表整洁 409(71.3) 140(24.4) 25(4.4)

解决自己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 495(86.2) 77(13.4) 2(0.4)

尊重同事 475(82.8) 93(16.2) 6(1.1)

避免贬低他人的词汇 476(82.9) 93(16.2) 5(0.9)

在需要时帮助同事 467(81.4) 100(17.42) 7(1.2)

保证患者私人信息不泄露 494(86.1) 76(13.2) 4(0.7)

适当的使用卫生资源 469(81.7) 99(17.3) 6(1.1)

尊重医疗系统的规则和程序 470(81.9) 95(16.6) 9(1.6)

表6  2组医学职业精神内涵认同度比较

组别 重要 较重要 一般 合计 χ2 P

参与组 276(76.2)72(19.9) 14(3.9)362(100.0)85.503 <0.01

未参与组 143(67.5)59(27.8) 10(4.7)21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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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认知亟须提升 本研

究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医学生对《医师宣言》和《中
国医师宣言》的熟悉度不够,对《医师宣言》所倡导的3
项基本原则极为不熟,与郑红朝[4]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医学以“仁”为本,且无国界之分,从希波克拉底

的医学誓词,到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都很好地

阐释了医学职业精神的境界。而《中国医师宣言》和
美欧等国家的《新世纪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
是培育和弘扬当代医学职业精神的2个重要文献[5]。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学生,了解医学职业精神的内容和

结构,并最终外化于行,使其表现为个体的行为规范

和稳定的道德品质,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是自我

责任与担当[6]。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学历医学生对

《医师宣言》和《中国医师宣言》的认知情况有显著差

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生经历过本科阶段的专业

知识学习和临床见习、实习,并且参与了相当多的社

会实践活动,接触到的职业道德、职业理想、人文素质

等教育更多,较本科生而言,有更多机会了解和理解2
个宣言的内容。在对《医师宣言》的认知调查中发现,
87.3%的医学生选择了“生命至上”,而选择“患者自

主”的医学生最少,其原因可能是医学生受我国人文

精神教育等影响,且不熟悉宣言内容,因此认为应突

出“生命至上”的理念与思想。
3.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医学生职业精神存在影响

 医学职业精神是在医学学习和实践中创立、发展并

为社会认可、推崇的职业信念、价值取向及职业准则

的总和。本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医学生在经历疫

情之后更加坚定了为医学事业献身的想法,84.15%
的医学生认为疫情对自身的职业精神有正面影响。
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

神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学长

“白衣为甲、逆行出征”,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激发了医学生对职业精神

的强烈认同,强化了医学生的职业精神。
3.3 医学生利他主义精神有待进一步加强引导 本

研究结果显示,在医学生职业精神内涵认同方面,排
名最后的依次为“代表患者发声”“对待患者,随叫随

到”和“为满足患者,接受对自己不便的要求”,均与患

者相关。相对而言,医学生更加注重自身成长和专业

知识与技能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利他”精神就显得

相对缺乏,与杜书伟等[7]研究观点相符。新时代对医

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职业精神都提出了更高要求[8]。
在疫情防控期间,医务人员面对变幻莫测的病毒,不
退缩、不畏惧,毅然奔赴抗疫前线,为人民群众搭起防

护的高墙,以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正是

利他精神的表现,会对医学生利他精神的养成起到积

极的示范作用。

3.4 志愿实践活动有助于医学职业精神的培养 医

学职业本身具有社会服务的公益性。本研究结果显

示,经历过志愿服务活动的医学生,更能够设身处地

以他人立场去体会当事人的需要,理解并推知他人的

情绪、情感反应,更具同理心,并能尽力帮助他人。医

学职业精神教育的本质是帮助医学生认识到医疗工

作的职责是帮助他人、挽救生命,医务人员更需要具

有同理心,能从患者角度去考虑问题,并设身处地地

理解 患 者 的 情 绪 和 情 感,进 而 改 善 自 身 的 医 疗

行为[9]。
3.5 建议与对策

3.5.1 进一步加强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 目前医

疗环境更加复杂,医疗从业人员不仅需要更加精湛的

医疗技术,还需要具备更高层次的职业道德,肩负更

加重大的责任。而医学生作为医务人员的后备军和

有生力量,对其职业精神的培养将直接影响未来医疗

队伍的职业精神状态[2]。我国高等院校奉行“德育首

位论”,即“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如司马光所

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张婧等[2]研

究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因此应将“生命至上”的职业原则教育融入思政课

堂,突出哲学思维教育、加强伟大抗疫精神教育是培

养医学生职业精神的有效路径。王雪[10]研究认为,医
学生正是进行职业精神教育的黄金时期,医学院校要

切实贯彻全人教育的理念,重视医学基础知识和技能

的培养,同时还要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并
探索实践“把住入学第一关,上好入学第一课”、开展

富有医学特色的课外活动等,将医学职业精神多方

位、多途径地融入医学生的日常活动中。目前,医学

职业精神培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医学教育工作者的

普遍认可,而加强对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也正是目前

医学教育中越发重要的一环。
3.5.2 完善课程设置,培养兼具医学职业技能和职

业精神的高级医学人才 对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

加强,应转变教育观念,落实到医学生的实际课程中。
孙威等[11]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方

式较为单一,内容较陈旧,较难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因此应丰富医学生的人文课程,在课程设置方面可以

增添部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包括哲学、社会、历
史、文学、心理学及自然辩证法等行为科学和思维科

学的教育内容,以及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

史、医学社会学、医患沟通学、医学法学、卫生经济学

等领域的课程[12-13]。通过这些人文课程,医学生能够

多途径了解医学人文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从而树

立起尊重人、关爱人、关爱生命的观念,更加透彻地理

解医学的使命和最终目标,从而实现人文信仰培育的

目标,即通过医学生学习有关课程,建立和强化人文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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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理论与实践并行,医学职业精神培育应与实

践活动相结合 实践出真知,除了理论课程的学习,
实践才是践行内心想法的根本途径。医学生参与志

愿者等实践活动更能提高医学生的共情能力,而共情

能力越高,越易出现利他行为。因此,实践是医学生

职业精神培育的必需环节。杜鹏[12]研究认为,医学实

践活动可以强化医学生职业精神,让职业责任和职业

使命根植于医学生的思想中,使其在未来的职业活动

中自觉践行。医学院校可通过开设医学人文讲座、参
观各级医院的医疗环境、组织暑期山区支教等课外活

动,帮助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进行感知并逐步内

化。在奉献和利他的过程中,医学生将逐渐领悟医学

职业精神的内涵所在。除了医疗相关的实践活动,鲁
钦正等[14]还提出利用“第二课堂”发挥价值引领作用,
如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党团班级建设等契机,举办诗

朗诵、情景剧、演讲比赛等活动,鼓励医学生自发探寻

抗疫人物事迹,寓教于乐,引领医学生感悟抗疫精神,
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对医学教育工作者而言,在
对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育过程中,“情”的培养,“意”
的锻造,“行”的实践,是不可或缺的3个重要组成部

分,应从这3个方面出发,对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

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和把关。
综上所述,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精神的认识目前仍

存在不足,且利他主义精神相对缺乏,但大部分医学

生能认识到医学职业精神在自身成长、发展与职业实

践中的重要性。医学院校应深刻剖析目前医学生职

业精神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形成原因,根据医学职业

精神的独特内涵,完善医学人文课程设置,让医学生

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学习与积累中明确自身肩负的

时代责任,激发其内心的使命感、责任感[15],以培养具

有较好职业精神的高级医学人才。本研究仅以上海

高校医学生作为调研对象,所得结果并不能代表国内

总体情况,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还需扩大研究群体

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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