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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席卷全国，疫情的发展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对COVID-19疫情做

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国各地的

各行各业工作者都以不同方式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其

中医务工作者担当起了本次战斗的主力军，积极投入

到抗击COVID-19的第一线。医务工作者在面对这

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从来都是逆行而上，

勇担重责，充分体现出了大无畏的职业素养。医学生

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对于其学习生涯来说，参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是职业发展中难得的学习

机会。然而战疫期间也暴露出了医学生职业素养教

育方面的问题，当疫情发生时，部分医学生表现出了

害怕、担忧和恐惧，甚至想退缩和放弃。因此，本文着

眼于COVID-19疫情应对，对医学生医学职业素养教

育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探讨目前我国医学生职业素养

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1 医学职业素养的内涵

医学教育肩负着培养医学人才的职责，与全民

健康息息相关。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在“全球

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中提出：世界各地医学院

校培养的医学生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职业

道德素质、医学科学基本知识、沟通技能、临床技

能、群体健康和医疗卫生系统、信息管理能力、批判

性思维和研究等七大领域[1,2]。这能够体现医学教育

的最终目的，即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仰、优良医德

医风、高尚道德情操、精湛医疗技术和广博人文知

识，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人才[3]。

我国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准对临床医学教育

提出的要求是医学生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培养必

须能够为患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服务；能够理解

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内在；能够遵纪守法；能够尊

重他人，相互学习；能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等[4]。

2 医学职业素养问卷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医学生在COVID-19疫情期间的职业态

度，本次研究自制COVID-19疫情职业素养问卷，并

开展了问卷调查。

2.1 基本资料 调查对象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

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见习和实习的

240名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其中男性 121名、女性

119 名；年龄 20～26岁，中位年龄 24.00岁；见习生

73名、实习生167名。

2.2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40份，剔除

8 份基本信息填写有误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232份，问卷填写的有效率为 96.67％。具体调查结

果详见表1。
由表 1可见，针对本次COVID-19疫情，91.38％

（212/232）的医学生都表示出了关心。但是由于本

次疫情与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样，具有突发性

和不确定性，经过调查显示，有 50.43％（117/232）的

医学生担心自己因为上学而被感染COVID-19。目

前经过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COVID-19疫情出

现了好转，因此 95.69％（222/232）的医学生都能积

极应对，科学看待此次 COVID-19疫情。问卷调查

结果还显示仍有 7.76％（18/232）的医学生对医生职

业表示了焦虑与担忧，其中甚至有 2.59％（6/232）的

医学生觉得学医有风险，考虑要转行。

··193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0 年 3 月 第 18 卷第 3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Mar.2020，Vol.18，No.3

表1 医学生关于应对COVID-19疫情职业素养问卷调查

选项

您对此次COVID-19疫情的关心程度如何？

比较不关心

一般

比较关心

非常关心

您是否担心自己因为上学而会被感染COVID-19？

一点不担心

比较不担心

一般

比较担心

非常担心

作为一名医学生，您如何看待这次COVID-19疫情？

难以接受，想逃避

无所谓

很害怕，真希望自己不学医

发生传染病很正常，我们要积极应对

科学看待，充分发挥医学专业特长，

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历此次突发疫情，您对医生的职业前景如何看待？

学医有风险，考虑是否要转行

对医生职业表示焦虑或担忧

虽然有担心，但是依然会做好本职工作

职业肯定有风险，但主动防护是避免风险

的根本前提

通过本次疫情，更加坚定了从事医生这份

职业的光荣和崇高

占比/例（％）

1（ 0.43）

19（ 8.19）

112（48.28）

100（43.10）

5（ 2.16）

29（12.50）

81（34.91）

84（36.21）

33（14.22）

2（ 0.87）

4（ 1.72）

4（ 1.72）

49（21.12）

173（74.57）

6（ 2.59）

18（ 7.76）

59（25.43）

116（50.00）

33（14.22）

3 医学职业素养培养的必要性

国家投入很多资源培养医学生，且医学人才的

培养本就耗时较长，如果因为缺乏职业信仰，未来

医学人才在教育阶段就发生流失，必然造成资源利

用效率变低。因此，医学生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素

养，才能更好地适应医生这个职业，顺利完成从医

学生到临床医生的角色转换，针对医学生进行职业

素养教育刻不容缓。

3.1 医学职业素养是医务工作者执业的内在要求

良好的职业素养是医学生成为医务工作者的基本

要求，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医学生能够正视自身的

优势与不足，将课堂上所学的医学知识运用到医疗

工作中，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在工作中积累经验，总

结方法，吸取教训。作为未来从事医务工作的医学

生，既需要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基本实践操作

技能，也需要培养包括救死扶伤、利他服务、人文关

怀在内的职业素养。

医务人员要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提高个人职业

素养，坚守道德底线，展示良好医德。在面对此次

COVID-19疫情，虽然有超半数的医学生对因为上

学而被感染COVID-19表示出了担心，但是大部分

学生还是能够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

并且通过此次疫情，更加肯定了从事医生这份职业

的光荣和崇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在医学

道路上不断进取，更快地适应医务人员的工作，医

学生才能顺利完成从学生到医务人员的角色转变，

真正成为一名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3.2 医学职业素养是医务工作者执业的外在要求

随着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更新节奏的加快，社会与医

疗行业的发展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只有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先进的医疗技能，

良好的职业素养，才能使自身占据优势，更好地适

应社会变化，满足医疗行业的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

的生活需要。

“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医务人员在社会发展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医德则被视为医生的

基本素养要求。尽管社会不断变迁，但人们对医务

人员的期望从未降低。医务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

的医学知识，高超的医疗技术，还要具备良好的职

业行为、职业道德、职业作风和职业心理素质等。

本次疫情中，医务工作者积极担当起了本次战斗的

主力军，积极投入到抗击COVID-19的第一线，保卫

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4 医学职业素养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对策

4.1 存在的问题

4.1.1 利他主义精神缺失 医学具有公益性和利

他性，其中利他性也是医学职业素养的核心。救死

扶伤是医生神圣的职责，医师尽心为患者治疗，为

社会服务是医疗事业的保障，是医患关系和谐融洽

的关键。然而，目前医学生的利他主义精神较为缺

失，在其正式进入工作岗位后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医

疗服务及医患关系。本次 COVID-19疫情来临，许

多医务工作者毫不犹豫选择逆向而行，奔赴一线，

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但也有一些医学生出现畏难情绪、恐惧心理，如部

分在实习的医学生希望立刻停止学习，担心因返回

实习而感染COVID-19。在为奔赴抗疫前线的医务

工作者感动的同时，医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需要引

起反思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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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人文精神教育不足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

使得医务工作者容易产生技术至上的观念，在提供

医疗服务时更多考虑医疗技术的运用，而忽视了人

文关怀。其次，医务工作者的考核标准内容主要是

医学专业技能，缺乏关于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的标

准化考核依据，这也使考核没有起到对实现教育目

的发挥到应有的风向标作用[5]。这场抗疫战争是医

学院校教育学生立德树人的职业素养关键时机，但

由于COVID-19疫情还未受到控制，各省市教育厅

都以国家大局为重，配合国家政策，实行了“停课不

停学”的做法，这一做法虽然保障了医学生的健康

安全，但对职业素养的教育受到了限制。

4.1.3 系统性职业素养教育缺乏 医学院校针对

医学生的职业素养教育缺乏系统的安排，教学计划

中虽然有职业素养相关教育，但比较笼统空泛。在

学习专业技术的同时，难以接受到医学职业素养的

针对性教育，造成临床医疗过程中医学职业素养教

育的缺乏[6]。同时，医学生临床知识学习占据了较

多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医学生学习职业素养相关

内容的积极性。本次疫情中部分医学生表现出的

恐惧、畏难等情绪，体现出其职业素养的缺乏，这与

系统性职业素养教育的不足直接相关。

4.2 解决对策

4.2.1 强化利他主义精神，培养正确的医学职业价

值观 《新世纪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中将医

学职业精神概括为患者利益至上、重塑医学诚信、

提高业务能力、促进社会公平等[7]。这其中就强调

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指出医学具有明确的利他

性，而非商业功利关系[8]。“医学首先是人学，医道

首先是温度”[9]，医学需要医护人员具有利他精神和

奉献品质，以仁爱之心、助人态度对待工作，帮助病

人治疗康复，恢复健康。医学职业素养教育能够使

医学生认识到医疗工作本质是利他的社会事业，其

职责是帮助他人挽救生命、恢复健康，从患者的角

度去考虑问题，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利益考虑，从而

更好的提供医疗服务。

4.2.2 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兼顾技术与人文 医学

是专业技术与人文素养结合的科学，它既具有科学

理性的特质，又具有人文感性的特质[10]，在医疗服务

过程中，医师需要具有精湛的专业知识技能，严谨

理性的科学精神，还要有仁爱之心，善于沟通交流，

关怀并维护患者利益。因此，在医学教育中要兼顾

技术与人文两个方面。

4.2.3 建立临床实践医学职业素养教育规范体系

医学教育应将医学职业素养教育纳入临床带教培

训中，与临床技能的培训相结合，根据不同科室制

定不同培训方案，有针对性地在职业观念、原则、态

度等方面进行培训，使临床学习中的医学职业素养

教育与临床工作培训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5 结语

医学是科学，更是人学。医学职业素养与其他

行业有所不同，具有明确的利他、关爱人性的使命

特性，且同时具备科学的理性和人文的感性特质，

因此强化医学职业素养的教育，对医学生今后执业

至关重要。抗击COVID-19疫情的过程中所暴露出

的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缺失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

给予充分的重视，不断探索医学职业素养教育具体

的方式方法，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补上从医道路中

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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