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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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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综述了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的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分析了影响专业认

同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高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的策略和建议。职业认同作为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基

本态度和评价，对医学专业学生尤其重要，它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还直接关系到未来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

因此，了解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认同现状，对于提升医学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医疗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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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rough a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s an individual’s 
basic attitude and evaluation towards their profess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medical students. It not only affect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but also directly relates to their future career choices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qualified	med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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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临床医学作为医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着培养高素质医疗人才的重任。随着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和

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

培养质量日益受到关注。专业认同度作为衡量学生专业满意

度和职业发展方向的重要指标，对于促进学生的专业学习和

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论文将从过去的研究现状出发，

对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认同度进行综述分析。

1 研究现状

1.1 中国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度

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1.1.1 调查研究

通过对 410 名医学专业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医

学专业学生职业认同呈中上水平，且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年级差异和经济收入差异。父亲学历对医学生的职业目

标和职业成就有显著影响，而母亲学历对医学生的职业探索

有一定影响。此外，学业成绩和专业满意度是影响医学生职

业认同的重要因素 [2]。

从吉林省 4 所本科医学院校随机抽取 960 名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采用医学生职业认同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发

现，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职

业认同得分在读本科、在读硕士与在读博士阶段依次增加，

但一年级至五年级的职业认同得分逐年下降，从六年级研究

生阶段开始逐年上升 [3]。

1.1.2 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影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

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因素：如性别、年龄、学业成绩、家庭背景等。

不同性别和学业成绩的学生在专业认同上可能存在差异，家

庭背景尤其是父母的学历和职业也会对医学生的专业认同

产生影响。

教育因素：如学校的教学质量、师资力量、课程设置、

实践教学等。良好的教育环境和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助于学生

形成积极的专业认同。

社会因素：如医疗行业的社会地位、医患关系、医疗

改革政策等。社会对医疗行业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医疗行业自

身的变革都会对医学生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 [4]。

1.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度的研究起步较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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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和方法相对成熟。

1.2.1 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在职业认同的概念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模型。例如，Schein（1978）提出

的职业锚理论指出，职业锚是个体在职业选择中坚持的核心

技能或价值观，是职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为理

解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1.2.2 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案

例研究等方法对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度进行了大量研

究。例如，有研究表明，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与他们对

医疗行业的兴趣、职业期望、职业准备等因素密切相关。

2 专业认同度现状分析

2.1 总体水平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

认同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多数学生对所学专业持积

极态度，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期待。然而，也有部分学生

在专业认同上存在困惑和迷茫，需要学校和社会给予更多的

关注和支持 [5]。

2.2 影响因素

2.2.1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是影响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的

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别、年龄、学业成绩和家庭背景的学

生在专业认同上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女生在职业目标和职

业探索上的得分通常高于男生，而男生在职业成就上的得分

则相对较高。此外，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往往具有更高的专

业认同度，因为他们能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2.2.2 教育因素
教育因素在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的形成

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的教学质量、师资力量、

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等都会对学生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良

好的教育环境和丰富的教学资源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反之，如果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

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教学不足，就会降低学生的专业认

同度。

2.2.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对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的影响

不容忽视。医疗行业的社会地位、医患关系、医疗改革政策

等都会对医学生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首先，医疗行业的社

会地位和声誉直接影响到医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当

社会对医疗行业持有高度认可和尊重时，医学生会更加自豪

地投身于这一职业，从而增强其专业认同度。反之，若医疗

行业面临信任危机或负面报道频出，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可

能会受到冲击。其次，医患关系是影响医学生专业认同的另

一个关键因素。良好的医患关系能够增强医学生的职业满意

度和成就感，使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职业选择。然而，当前

医患关系的紧张态势和医疗纠纷的频发，使得部分医学生对

未来职业环境产生担忧，进而影响到其专业认同度。最后，

医疗改革政策也是影响医学生专业认同度的重要社会因素。

政策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医学生的就业前景、职业发展路径和

工作环境 [6]。当政策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

优化工作环境、提高职业待遇时，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会得

到提升。反之，若政策不利于医学生的职业发展，或给其带

来不确定性和压力，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可能会受到负面

影响。

2.3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总体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首先，部分学生对

专业前景和职业发展路径缺乏清晰的认识，导致在学习过程

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动力。其次，医学教育的复杂性和挑战

性使得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容易产生

退缩心理，进而影响其专业认同度。最后，医疗行业的高强

度工作压力、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医疗改革的不确定性等因

素也给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3 提高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专业认同度的
策略与建议

3.1 加强专业教育引导
学校应加强对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教育引导，

帮助学生明确专业目标和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开设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邀请行业专家举办讲座和分享经验等方式，让学

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医学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增强其

对专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7]。

3.2 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
学校应根据医学教育的特点和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和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通过加强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课程的融合与渗透，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临床能力；同时，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

案例教学、模拟实训、临床见习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性，提高其专业认同度 [8]。

3.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水平和职业

素养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因此，学校应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引进优秀

人才、加强教师培训和考核等方式，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的医学教师队伍；同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和科

研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9]。

3.4 改善医患关系与医疗环境
改善医患关系和医疗环境是提升医学生专业认同度的

重要举措之一。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加强医疗行业

的监管和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加强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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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宣传教育工作，增进患者对医疗行业的理解和信任；

此外，还应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和医疗救助体系等制度保

障措施，为医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 [10]。

3.5 加强政策支持与保障
政府应加强对医学教育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力度，为医

学生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福利待遇。通过制定和实施

相关政策措施，如设立奖学金、提供就业指导和帮助等方式，

激励医学生积极投身于医疗事业；同时，还应加大对医疗行

业的投入力度，改善医疗设施和设备条件等硬件设施水平；

此外还应加强医疗行业的法制建设和监管力度等制度保障

措施的建设和完善工作以确保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并为其

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医疗人才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是一

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分析

可以看出：当前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总体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个人因素、教育

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共同作用于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医学生的专业认同度需要学校、社会

和政府等多方面共同努力采取相应策略与措施进行干预和

改进。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医学生专业认同度

的具体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探索更加有效的干预策略和方

法以更好地促进医学生专业认同度的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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