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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研究生职业发展能力现状调查
——以西南地区民族医学专业研究生为例

彭建豪　方　刚　黄　安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200）

摘要：目的：调查民族医学专业研究生职业发展能力现状，通过分析为民族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就业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通过调查研究与文献查阅，结合专业特点，编制问卷，对西南地区的 500 名民族医学研究生进行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西南地

区民族医学研究生在未来职业自我清晰度、一般自我效能感、专业认同感、职业能力方面自我评分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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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与各种疾病

进行抗争，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凭借着聪明才智和传统医药知识，

积累了大量的诊治经验与医学知识，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

的理论体系，在神州大地上大放光彩。传统民族医药虽历经千年

岁月，但许多医药文化仍然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经过近年

来不断地挖掘整理，部分民族医药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升

华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当前形势下，我国中医药、民族医药蓬勃发展，不断研发

出更新的成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两年，医学报考人数不

断突破记录，屡创新高，莘莘学子步入医学的殿堂，中医药、

民族医药相关专业成为热门选择。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渐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民族医学研究生教育在促进我国民族医学

发展、丰富民族医学专业新内涵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

在民族医学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

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当下教育教学事业发展的重

点任务，有利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整体进步、推进医学人才素质

全面发展，同时有助于推动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深入开展并有

效落实。我们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医学专业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通过数据分析与研究，对当前民族医学研究生的职业发展

能力进行认知，梳理出针对自身及专业的问题和困难，总结与

思考民族医学研究生面临的处境和顾虑，并就目前发展现状提

出符合职业发展能力培养的可行性建议，探索出积极的改革措

施，实现有效且高效的人才培养途径。

一、 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以西南地区医学院校民族医学专业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

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共发放

调查问卷 500 份，回收问卷 473 份，回收率为 94.6%，有效问卷

45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

（二） 调查工具

问卷分为个人基本信息、未来职业自我清晰度、一般自我效

能感、专业认同感、职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规划能力、

完成任务能力、社交沟通能力、专业技术能力）五个模块。

（三）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7.0 进行频数分析处理数据，通过频数、百分数的

比较来分析被测民族医学专业研究生的职业发展能力现状。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未来职业自我清晰度

表 1 未来职业自我清晰度量表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指学生对自身未来工作的认知清晰程度

和易于想象的程度，学生拥有良好的未来工作清晰度的情况下，

会树立更加积极、包容的心态，正确认知医学专业的专业工作。

Guan 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职业认知越清晰，职业适应性就

会越高，医学生的入职成功概率也就越大。

由调查结果，可以认识到大部分在读民族医学研究生对未来

职业规划较为清晰，但也有部分的学生还存在一定的迷茫，需要

教师的引导。同时，也可以考虑采用干预方法来提高学生未来工

作自我清晰度，帮助他们形成清楚的未来工作自我心理图像，通

过认识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体主动进行职

业规划，进而改善其职业探索行为。

（二）一般自我效能感

表 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自我效能感指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与解决问题、完成某一行为

或任务的方法的判断，最早由心理学者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感

中包含了学生对自身完成任务能力的自信程度，也包含了效能期

望，代表了对自身行为带来的结果的推测。

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86.9% 的民族医学研究生认为自己有一

定的解决问题能力，但无法有效应付突如其来的事情。学生有一

定的信念感，能促进其解决遇到的困难，但在受到打击或反对的

情况下，容易使自身信念动摇，而放弃目标。探究原因，这可能

与医学院校学生课程多、任务重、学习压力大等有关，在日复一

日地埋头苦学，求医漫长之路上持续不断的试错中，逐渐消磨学

生的信心。同时也与社会对医学生高学历的要求，加之民族医学

专业的特殊性，学生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面临着较其他专业

学生更大的就业压力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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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民族医学研究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促使其保持适

度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对于完善个人人格，适应自身的发展、在

进入社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保持良好心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教师要注重传授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在教学中不

能只看重成绩方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研究生自身也要重视

身心平衡发展，及时发现并解决态度与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形成

稳定健康的心理，增强信心，保持信念，在面对困难挑战时，不

畏艰难困苦，不轻言放弃，不断提升一般自我效能感。

（三）专业认同感

表 3 专业认同感量表

专业认同感包含在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之中。国外学者 Henning

认为，专业认同是学生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感受。综合国内外的研

究结论，这里将专业认同感作为学生对自身专业的理解、认可、

接纳的程度与对专业价值的认知，将其作为自身一段时间内的发

展目标积极采取学习等行动。专业认同感包括了学生对专业的认

知、感受、接纳程度、投入的精力等。结合国内医学发展的情况，

对于医学学生而言，由于医学特殊性，培养时间长，跨行难度大，

医学专业学生就业多稳定在医疗单位，因此国内外的学者观点虽

有差异，但部分观点是通用的，在此不做区分。

（四）职业能力

表 4 职业能力量表

职业能力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潜在的能力，是学生在社会中生

存必备的能力，需要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开发。对医学生来讲，其

内容包含了自我管理、任务完成、学习规划、社交沟通以及专业

技术等能力，这些重要的职业能力在其职业生涯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调查结果表明，民族医学研究生职业能力总体情况处于

较高水平。在自我管理方面，学生的自我控制力和独立性较强；

学习规划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但有很大上升空间；完成任务能力处

于较高水平；社交沟通能力中等偏上；专业技术能力较强，学生

的水平整体较高。

基于此结果，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还需要社会、医院、高校

的合作，为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而不断努力，强化实践教学的有

效性，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建设全面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多

元化教学模式。不但要重视对民族医学研究生进行职业能力的理

论灌输，还要培养将其职业能力付诸实践，做到“理论烂熟于心，

操作熟能生巧”。坚持因材施教，实施分类指导。适应新的形势，

及时修订教学计划。强化指导作用，培养学生的主动性。

三、结论

西南地区的民族医学研究生教育工作起步较晚，技术与地区

特殊性导致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多种类的医

学文化交流与碰撞，西南地区的民族医学研究生教育在教学资源

与人才的培养方面相对较为滞后，在人才的培育方面与发达地区

相比差距较大，发展不够充分。总之，民族医学专业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更是重中之重，虽然

在实践教学中遇到种种困难，但在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与创新下，

任何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积极探索教学方法，

大胆实践人才培养计划，深入了解目前民族医学研究生对民族医

学专业和未来职业的认知程度、自我评价、心理境况、个人能力等，

梳理并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发展新的

教学方式、创新对学生的教育模式的情况下，能培养出优秀的民

族医学专业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

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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