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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视域下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与就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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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是国家的发展方向，也是当前社会的主流之一，对高等院校毕业生而言，国家、当地政府以及学校同样鼓励
学生通过创业找到未来发展方向。与很多其他专业学生不同，医学专业由于专业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创业成本的特殊性，因此在创业方向方

面更为模糊，对一般的医学专业学生而言创新风险较高，成功概率更小同样是限制其选择自主创业的主要原因，根据医学专业本身的特

征，以及近些年来我国在开展鼓励医学专业学生创业方面获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解决的相应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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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the 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i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but also one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current society, for 
college graduates, the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and schools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find their way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Unlike many other majors, 
medical majors are more ambiguous in the dire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because of the specialty’s particularity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start-up cost, 
and the innovation risk is higher for the general medical students, the lower probability of success is also the main reason for limiting their choice of self-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tself, and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in encouraging medical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n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main problems, this paper carried out a more systematic analysi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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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新创业在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已经成为国

家发展的有力推动，创新创业在促进国家发展、促进就业方面能够
发挥突出的作用，在帮助创新者实现人生价值、找到发展方向方面
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大部分创业要求相对较低的专业相比，
医学专业并不属于创新创业的专业。医学的主要特征在于，对设备
等存在较大的依赖，且必须通过长期不断学习才能够获得进一步的
提高。因此很大一部分医学专业学生不仅缺乏创业的积极性，同样
缺乏创业的能力与方向。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学校开展对应的教学
以及心理引导，帮助学生了解创业的可行性，并明确自身的优势等，
以此帮助学生自主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如此，医学专业学生创新创
业的成功率才能够得到有效提升。

1 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分为创新教育以及创业教育两部分，其中创新

教育由英国人首先提出，原本为创造教育，旨在鼓励学生在学习获
得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尝试创造新的事物，二战结束后创造教育得到
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当前的创新教育 ；创业教育的
提出者为科林·博尔，创业教育的基础在于使得学生具有创业的想
法以及主动性，即学生学习以及掌握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后，应当
能够主动尝试使用自身的知识进行创业，而当前的创业教育更多的
则是帮助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对本专业的需求，并清晰自身学习并且
掌握的知识如何与社会的需求进行结合。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必须
加强创新尝试。

2 医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必要性
2.1 促进专业发展优化
医学专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更为偏向大众化的教育，即

通过教育使得医学专业的学生掌握相应的医疗知识、并且具有对应
的医疗能力。而大众化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得学生成为满足
医疗机构需求的医疗工作者，教育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创业相关的内
容。虽然与很多其他的专业相比医学专业的创业难度更高，但并不
意味着医学专业学生无法进行创业。对于医学院校等而言，需要通
过更具专项性的教学以及引导，使得学生了解能够通过怎样的措施
以及手段进行创业，以及医学专业创业在哪些方面具有更高的成功
可能性。加入创业相关教育后，医学专业本身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
为匹配。

2.2 响应国家创新发展要求
国家需要具有创造能力的全新人才，同样需要能够主动满足

社会需求的具有市场竞争能力人才。使得医学生掌握创新创业的能
力，不仅能够使得学生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样能够帮助学生更
进一步掌握创新的能力，通过创新创业教育的普及，医学专业的教
育能够真正响应国家的号召，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3 满足学生未来发展需求
虽然我国在医学人才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缺口，然而鉴于综

合医疗机构的建设速度相对而言较为有限，因此医疗缺口的补齐不
能完全依赖于传统的大型综合医疗机构，当前我国医疗机构存在分
级不清晰以及分级的应用性相对较差的情况，该种情况同样意味着
医疗从业人员事实上拥有更多的创业机会。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而
言，未来的发展不仅应当包含进入综合医疗机构，同样可以包括自
主的创业，自主创业同样能够满足学生的就业以及发展需求。而对
于医学院校等而言，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的相关教育，能够使得学
生进一步了解医疗行业的创业，并掌握创业的各项能力，因此学生
能够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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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医学专业创新创业实践
3.1 建立整合课程体系
与很多实践类型的专业相比，医学专业是一类对知识掌握水

平要求相对较高的专业，作为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将更多的时间以
及精力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中。而医学专业很多必修课程在医
学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
须对这些体系进行完整的学习，而这些体系之间的彼此关联性，以
及课堂学习知识与医疗临床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校学习期间强调相
对而言较少。很多医学专业的学生甚至在进入实习期后，才开始了
解临床的实际情况，对临床产生一定的真实认知。重视以及强调基
础知识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医疗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
但是在掌握较为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医学专业的学生同样理应
了解这些知识如何投入应用。

为改变医学专业教育当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我国医学院校
同样展开了一定的主动尝试。如 1999 年中国医科大学主动引入了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 New Pathway，这是一种整合式的教学模式。与
传统的封闭式的学科教学不同，在这种模式下所有学科的封闭系统
均被打破，能够彼此关联的内容被串联在一起进行教学。重复性或
者相似度较高的内容被进行整合，统一进行教学普及。该种教学模
式不仅使得医学专业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体现，同时通过减
少总课时数，使得学生拥有更多参与实习活动的时间。

3.2 实行 PBL 教学方法
PBL 教学方法，即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

医学专业当中虽然一般并不适合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使用，但是作
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教学形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学生提高临
床应用的能力。2004 年通过与美国学界的接触以及学习，我国部
分医学院校了解并掌握了这种教学方法，开始逐步尝试将这种教学
方法融入到本校当前的教学体系当中。这种模拟的临床活动，能够
使得学生了解所学的知识能够通过怎样的形式应用在临床当中，同
样能够使得学生对自身当前知识的短板获得更为清晰并且明确的认
知。从实践的效果来看，这种教学方法是一种效果较为突出的实践
性方法。

3.3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医学院校同样需要帮助在校的学生进行创业的实践以及实验。

很多其他专业如财务甚至工程相关专业的学生，创业的方向较为清
晰，但医学专业学生以自身专业为基础进行创业，方向相对而言较
为模糊。对于资金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而言，创新创业的方向更为
狭窄。在其情况下学校需要通过设立具有可行性的创业项目等形式，
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在校的学生主动尝试创新创业的实践，
学生在校期间的实践并不一定需要达到较好的效果，或者能够直接
成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通过在校期间的尝试，医学专业的学生
能够了解如何进行创业，同样能够初步了解创业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4 我国医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主要问题
4.1 教育目标功利化
在国家要求不断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的情况下，很多医学院校

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并非真正帮助学生提高自主创业的能
力，而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完成日常的教学。该种情况下，学校开展
的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性方面普遍存在缺乏的情况，学生经历创新
创业教育后，同样难以获得必要的创业能力，甚至并不了解创业的
可行方向。事实上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依然主要鼓励学生进入综合
大型医疗机构，从某医学院校对毕业生的统计能够发现，该校某年
毕业生当中，超过 92% 进入综合医疗机构，其余大都选择其他专
业相关领域就业，真正选择创业的学生不足 10%，完全没有形成规
模化的自主创业。

4.2 创业形式单一
大部分医学专业的教师甚至行政管理层同样并不了解医学专

业从业者应当如何进行创业，而综合院校讲授创新创业的教师，对
医学专业的创业方向同样并不了解，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学校
教育的内容大都为普适性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医学专业本身的适合
性普遍较差。如上所述，与大部分的专业相比，医学专业属于高精
尖类型的专业，这个专业不仅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同
时对创业投入资金的要求同样相对较高。该种前提下，医学专业的
学生如何在初始资金相对较少的前提下进行初次的创业尝试，必须

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普适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无法满足医学专
业学生的需求。

4.3 缺乏完善创业课程
医学院校在创新创业课程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课程以及任

课教师两个方面 ：（1）很多医学专业开设的创新创业课程并非单独
的完整的课程，而只是更为简单的创业指导，一般仅包括 10 课时
甚至更少。这种短时间的就业指导能够教授的内容相对有效，学生
与教师沟通的时间同样相对较少，通过这种类型的课程学生很难真
正获得与创新创业相关的完整知识。（2）创新创业教师本身的能力
相对有限，很多教授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师自身不仅缺乏创新以及创
业的专业知识以及经验，对医学专业的特殊性更是缺乏必要的认知，
因此在教学时这些教师很难为学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教学，导致教
学的有效性大幅降低。

5 影响医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因素
5.1 专业门槛较高
医学专业的学生，选择以本专业作为基础进行创业时必须面

对专业门槛较高的情况。所有医学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接受至少五
年的在校教育，同时需要通过参与临床实习、获得执业资质才能够
具有行医的基础资格。而在行医过程中，同样需要不断参与各项考
试提高自身的职称才能够参与更多的医疗活动。对选择创业的医学
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学生由于缺乏支持而放
弃创业，资质获取困难同样是学生放弃选择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

5.2 课程设置影响
与大部分专业相比，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较多，并且学习的

难度相对而言较高，因此学生在校期间缺乏尝试创业的时间，而课
程甚至实习与创业环境的不匹配，使得学生在校学习以及实习获得
的经验无法在创业过程中应用。当前大部分医学专业学生实习的机
构均为大型的三甲医院等，这些医疗机构的运行模式与学生创业后
工作的模式存在巨大的差别，而与其他专业相比，医学专业学生并
不能够自主选择实习的机构以及实习的方向。如新闻传播等专业，
不仅自主时间更多，同时专业设置以及实习设置本身均有利于学生
的创业选择。

5.3 师资力量匮乏
任何专业，均应当由具有创业经验的本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

创业指导，如此才能够使得指导更具针对性。而当前医学专业创业
指导的教师，或者缺乏创新创业经验，或者缺少医学专业知识，因
此当前医学专业学生获得的指导均较为表面。

结语
从当前国内以及国际的形式而来，医学专业的学生已经不仅

需要掌握专业方面的技能，同样需要对行业的发展情况更为系统的
了解，甚至能够利用医学服务发生转变的契机，完成创新创业。而
当下，随着医疗服务逐步从完全依赖综合大型医疗机构转向允许部
分小型机构等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获得更
好的创新创业契机。作为学校，则需要从心理引导以及教学改革等
综合层面，使得学生通过在校的学习掌握更多创新创新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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