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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专业认可度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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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专业认可现

状，为相关部门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采用自

行编制的《广西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专

业认可度调查问卷》对该专业本科毕业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

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专业总体认可度较高，但

课程设置及专业情感方面满意度较低，建议相关教学管理部门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以及尝试多元化的教学管理模式。

关键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毕业生；医学；专业认

可度；人才培养

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专业认可度的调查是

检验卫生信息化人才培养方式合理性最有效且最直接的方法。医疗

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的高速发展对卫生信息化人才质量提出更高

的要求。《关于加强卫生统计与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卫

办综发〔2012〕43 号）、《“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中

均提出需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以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人才队伍建

设。本研究通过从毕业生专业知识水平、专业情感水平、专业投入

水平等角度了解现阶段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的专业

认可度情况，并指出当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不足，旨在为相关部

门制定及优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选取广西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生作为

调查对象。

（二）调查方法

以专业相关文献为背景，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以问卷星线上

作答形式获取数据。调查问卷共设有 23 道题，22 道题为单选题，

1 题为开放性问题。单选题采用 5 分制计分规则，“很不符合”

对应记 1 分、“不太符合”对应记 2 分、“一般”对应记 3 分、“比

较符合”对应记 4 分、“完全符合”对应记 5 分，得分越高则表

示认可度越高，反之越低。

（三）问卷信度和效度评价

通过 SPSS20.0 软件分析本次调查问卷的信效度，结果显示，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结构效度系数为 0.88，说明此次调查问

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四）研究方法

采用 Excel 数据库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运用 SPSS20.0 统计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

进行描述，组间差异比较用 t 检验或 F 检验，α=0.05 作为检验

水准。

二、结果

（一）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回收 150 份问卷，有效问卷 144 份，有效问卷率

为 96%。本次调查中，女生（56.25%）人数最多；本科毕业年

数≤ 3 年的人数最多，为 77 名（53.47%）；本科成绩处在中上

层的人数最多，为 48 名（33.33%）；从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人

数最多，为 48 名（33.33%）；在医院工作的人数最多，为 55 名

（38.19%）。

（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专业认可度总体情况

本次研究中，本科毕业生对于专业认可度总体得分超过 3 分，

说明学生对于专业认可度较高。其中，专业投入水平得分最高，

专业情感水平得分最低，见表 1。

表 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毕业生专业认可度总体情况

类型 得分 均数 标准差

专业知识水平 417 2.90 1.02

专业情感水平 386 2.68 1.10

专业投入水平 509 3.54 1.04

总体平均 437 3.04 1.05

（三）144 名毕业生专业知识水平、专业情感水平、专业投

入水平各项得分情况

专业知识水平中，“了解本科专业所要求掌握的技能”项得

分最高（3.03±0.92），“认为本科课程设置合理”项得分最低

（2.56±0.94）；专业情感水平中，“不后悔选择了目前的工作”

项得分最高（3.20±1.21）；专业投入水平中，“希望能有参加进

修和培训的机会”项得分最高（3.88±0.99），见表 2。

表 2　毕业生专业知识水平、专业情感水平、专业投入水平各项得分情况

研究内容 各题得分情况（均数 ± 标准差）

专业知识水平

1. 了解专业所要求掌握的知识结构 3.03±1.01

2. 了解专业所要求掌握的技能 3.03±0.92

3. 在学校所学的计算机相关理论知识对目前岗位很有帮助 3.03±1.04

4. 在学校所学的管理学知识对目前岗位很有帮助 2.79±0.98

5. 在学校所学的医学知识对目前岗位很有帮助 2.98±1.23

6. 在学校所学的实践课程对目前岗位很有帮助 2.97±1.06

7. 认为课程设置合理 2.56±0.94

8. 专业课的师资水平高 2.9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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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专业就业前景好 2.80±1.01

专业情感水平

10. 如果有重来，本科仍会选择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2.04±1.10

11. 如果有机会继续深造，想考本专业的硕士 / 博士研究生 2.38±1.22

12. 不后悔选择了目前的工作 3.20±1.21

13. 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实现个人价值 2.99±1.03

14. 目前的单位能够满足我对未来职业的发展规划要求 2.88±1.00

15. 专业水平胜过或与其他学校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一样 2.72±1.02

16. 愿意终身从事目前的工作，直至退休 2.58±1.11

专业投入水平

17. 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 3.79±0.99

18. 会经常学习岗位需要的新理论和技术 3.67±1.04

19. 会给自己制定长期或阶段性的职业规划 3.31±0.97

20. 希望能有参加进修和培训的机会 3.88±0.99

21. 可以的话，愿意向单位推荐优秀的学弟学妹到本单位工作 3.39±1.12

22. 有机会的话，愿意回校与学弟学妹分享学习、工作经验 3.20±1.12

（四）不同特征的毕业生专业知识水平、专业情感水平、专

业投入水平得分差异

毕业 7-10 年的学生专业投入水平明显高于毕业低于 7 年的学

生（P<0.05），但不同毕业年数的专业情感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

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科成绩处在上层及中上层

的学生专业知识水平明显高于处在中层及下层的学生（P<0.05），

但不同本科成绩层次的专业情感水平和专业投入水平比较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P>0.05）；毕业后从事病案管理及行政岗位的学

生专业知识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岗位的学生（P<0.05），但不同岗

位类型的专业情感水平和专业投入水平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毕业后在医学院校工作的学生专业知识水平高于选

择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学生（P<0.05），但不同工作单位的专业情

感水平和专业投入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不同特征的学生专业知识水平、专业情感水平、专业投入水平比较（均数 ± 标差）

特征 专业知识水平（问题 1~9） 专业情感水平（问题 10~16） 专业投入水平（问题 17~22）

本科毕业年数

3 年及以下 27.22±7.07 18.99±5.75 22.12±4.68

4-6 年 24.94±6.24 18.33±5.00 19.44±4.53

7-10 年 24.38±6.97 19.31±7.47 23.54±6.73

F 值 2.27 0.28 6.47

P 值 0.11 0.76 0.00

本科成绩排名

上层 26.55±6.19 18.11±5.18 22.39±3.72

中上层 28.13±5.44 19.75±5.28 21.65±3.93

中层 24.36±7.81 18.39±5.40 20.39±7.00

下层 23.88±7.80 18.40±7.11 19.84±5.24

F 值 3.21 0.74 1.77

P 值 0.03 0.53 0.16

从事岗位类型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94±7.03 18.58±5.46 21.23±5.03

病案管理 27.15±5.94 18.57±5.32 20.79±4.89

行政 27.34±7.26 19.24±6.26 21.48±5.12

其他 22.30±6.67 19.00±6.13 22.00±5.37

F 值 2.88 0.11 0.30

P 值 0.04 0.95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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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政府卫生部门 27.32±5.93 19.64±5.20 22.14±4.77

医院 26.00±6.79 18.36±5.47 20.18±5.72

医学院校 29.72±6.10 19.83±4.81 22.00±2.83

疾控中心 24.18±7.00 18.36±6.50 21.54±5.27

公司 23.53±7.44 18.13±6.41 22.00±4.02

F 值 2.71 0.48 1.06

P 值 0.03 0.75 0.38

三、讨论及建议

卫生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保障，而卫

生信息化人才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本次研究专业

是以计算机应用与医学结合为特色，72.29% 的学生认为在校期间

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对工作有帮助，65.97% 的学生认为在校期间所

学的医学知识对工作有帮助。合理的课程结构设置是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组成成分，但第 7 题得分最低，说明学生对于专业

课程设置满意度不高，结合本研究所设置的开放性问题，学生提

出专业课知识较为陈旧、医学课程安排不足、专业课程泛而不精

等问题，成都医学院也存在此类问题；在专业情感水平中，仅第

12 题得分超过 3 分，说明学生对专业情感水平普遍偏低，这可能

与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有关，应对现有模式进行优化调整。

本次研究中本科成绩排名处在上层及中上层的学生专业知识

水平高于其他层次（P<0.05），这可能与这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

学习较为刻苦有关；毕业 7-10 年的学生专业投入水平高于其他毕

业年数（P<0.05），这可能与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有关，该阶段属

于职位晋升阶段，需投入更多精力；在卫生政府部门及医学院校

工作的学生专业知识水平高于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学生（P<0.05），

这可能与工作单位性质有关，因此对于卫生信息化人才培养所需

专业知识结构及专业培养目标较为了解。

综上所述，有关教学管理部门应以社会需求为指向，完善人

才培养模式。首先，加强医学课程，将专业核心课程与医学知识

充分融合，凸显专业特色；同时，提升师资水平能力，积极鼓励

吸取最新领域知识及信息，与时俱进，更好地完成教学工作。其次，

在教学管理模式上，应借鉴他校经验，积极探索多元化培养模式。

内蒙古医科大学采取“本科导师制管理模式”，学生专业素养、

实践能力等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成都医学院采取“专业内分组

培养模式”，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按兴趣及就业需求进行分组，

并按组进行学习讨论。最后，坚持“就业为主导，能力为基本”

的方针，积极将社会卫生信息化人才需求与应用复合型卫生信息

化人才培养有效融合，建立产学研模式，充分发挥附属医院、企

业资源，建立和完善教学实践管理体系，引导学生发现自身优势

以及感兴趣的领域与岗位，并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与岗位的匹配

度，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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