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教育与学习 (2)2020,3

ISSN:2705-0408(P);2705-0416(O)

- 34 -

高校医学生领导力培养与提升探析
刘红勤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 要】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教协同的提出，对于高校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高校医学生领导力培
养与提升提出更高的期望。医学生是未来的医生，如何使高校医学生更好地提升自我能力，实现自我价
值，本文分别从辅导员和学生的角度探析医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与提升，进一步助力于医学院校学生工作
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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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助于医学生人文素养的涵养
领导力的培养与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和体系是相一致

的，构建领导力的培养体系，依托公共课和选修课，第

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拓展第三课堂，搭建立体化的培养

体系，与医学人文教育的结合，从而构建全方位的培养

体系和框架，有助于“仁心·仁爱·仁术”的医学人文

理念的全过程涵养。

2.2 有助于医学生从业技能的提高
领导力培养有助于医学生学会良好的沟通能力，组

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等多方面能力锻炼，符合医生的

职业需求和从业标准，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社会

发展和行业需求。

3  培养和提升医学生领导力的有效路径

3.1 辅导员层面
辅导员是开启大学生初来乍到时对学校管理产生首

因效应的“第一人”，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和社会需求，

辅导员应充分发挥自身领导力，围绕立德树人，聚焦学

生工作目标，把握工作标准与方法，研究成长成才的规

律，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全面做好大学生的管

理、教育和服务工作。

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为九项，分别是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

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理

论和实践研究。辅导员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职业化和

专家化程度，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指引和陪伴，工作对

象的年轻活力，创造性和创新性都较强，工作内容的事

无巨细，工作方式的多样等都决定了辅导员若没有相当

的领导能力是难以胜任和完成学生工作的各项要求的。

高校辅导员是医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服务好学生的成长发展、完成好引领者和人生导师的使

命，要求辅导员要深刻把握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升自

身领导力。聚焦思想层面的引领，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

正向影响，带领付诸于行动和实践。辅导员领导力的提

升，通过言传身教进一步传递给学生，用实际行动影响

行为，用具体榜样引导行动，将个人领导力传递至学生，

有助于进一步引领，影响，深化学生工作的深度和力度。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艰
苦奋斗为高校医学生带来更多思考与启迪，鼓舞和激励

更多的医学生投身医学，钻研医学，精益求精，全面发

展，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医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与提升

有利于更好地提升自我能力，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将

进一步助力于提高医学院校学生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如何进一步培养与提升医学生的领导力，有待于进一步

的思考和探析。

1  领导力的概念界定

“领导力”既是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研究热点，也

是当前社会热议的现实话题，领导力也是大学生成长成

才所需的必备素质，目前国内部分学校和地区积极开展

大学生领导力开发项目，如复旦大学的“青年领袖培

养——卓越计划”、上海成立“中国大学生领导力发展研

究中心”等。

“领导力”一词源于英文 leadership，研究始于 20世
纪早期，历经数十年，定义较为繁多，但经分析研究其

共同特点是把领导力解读成基于共同目标、向着特定行

动和变化迈进的关系过程。约瑟夫·罗斯特将领导力定

义为“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领导

者和追随者有意对现实的改变来体现他们共同的目的。”

彼得·G.诺斯豪斯将领导力定义为“个体在群体中影响
其他个体从而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中国科学院“科学领导力研究”课题组把领导力定义为

“领导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被领导者与利益相关

者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国内领导力专家

刘澜先后将领导力定义为“解决挑战性难题”“动员团队

解决难题”。

本文选用刘澜的最新领导力定义“动员团队解决难

题”，并将领导力分解为“决策力，影响力，沟通力，协

调力，抗挫力，应变力和创新力”七个方面的因素。

2  医学生领导力培养与提升的重要性

医学生领导力与“科学脑，工匠手，人文心，艺术

嘴”的医学生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对于医学生的培养

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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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医学生层面
在生涯规划中，每个人都是解决自身问题的专家，

每个人都具备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潜在能力。医学生领

导力的培养以期更好的挖掘学生自身潜力和能力。在医

学生领导力培育提升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考虑。

3.2.1 观念的转变与思考
领导力不是当领导，而是承担解决难题的责任，解

决难题需要动员团队。作为医学生，未来的从业要求决

定了医学生需要具有较高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较强的责任

担当意识，无论从疾病的预防，控制，治疗等均需要团

队的力量和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发挥。作为医学生，人人

都需要领导力，是责任和担当，是目标的规划，是高效

的执行，而不是人人都去当领导。短期任务可以解决某

个具体的难题，长期任务可以提升自己和团队解决难题

的领导力。对于在校医学生就需要在课堂学习中，努力

完成小组学习、展示和交流，课堂外参加社会实践或志

愿服务等活动，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在这个过

程中表现出的决策力和影响力来提升自我领导力。

3.2.2 技能的提高与运用
领导力包含的七个方面因素，这就决定了需要从七

个方面的技能来锻炼和提高自己。领导力包括决策力，

影响力，沟通力，协调力，抗挫力，应变力和创新力的

培养，需要学会科学的时间管理，正确的沟通艺术，良

好的心态调整，挫折和困难的应变，组织协调的实施，

较强的学习能力。对于在校医学生，需要自律能力的重

视和培养，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等，

参加课外活动和校内学生组织，在活动中和事务中发现

自身不足，从而不断完善和改进。

3.2.3 团队的建设与运行
道理人人都懂，但却不是人人都可执行，团结合作

的理论人人都知，但在种种利益或者利弊的交织下则会

众口难调，如何组建团队，使每个人的能力在团队中发

挥最大化，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不同性格的磨合与

相处，利益的权衡和平衡，愿景和目标的规划。一个人

可以走的很快，一个团队才能走的长远，如何凝心聚力，

实践出经验，这需要在校医学生主动锻炼，根据自己的

特长和实际情况，主动承担学生干部的角色，组织和参

与班级，年级，院校等的校园文化活动，在班会，团支

部会议，文体活动等不同平台，不同活动中锻炼积累经

验，从而提高和发展自我。

3.2.4 决策的落实与调整
没有完美的行动，也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在实践

中才能不断完善和调整。如果一切都等到无懈可击或者

万事俱备才去行动，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错失了机

会，不仅如此，迟迟不执行，没有决策，再理想的方案

也是于事无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合理科学

地做出决策，把握机遇和机会，是个人领导力在实施环

节的重要体现。每一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做出的决策一

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面对未来的不可确定性以及变数，

及时地进行纠错，有效地进行反思，具有应变和应对突

发情况的处理能力，对于决策的落实与调整也是非常重

要的。对于医学生来说，未来将面临生命的不可控性，

疾病的千变万化，在复杂的环境下快速综合分析权衡利

弊，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的决定，对于决定的持续跟踪、

了解和调整，有助于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技能水平的全

面提高。

全体提升领导力，培养“科学脑，人文心，艺术嘴，

工匠手”的高素质医学生人才，是当代社会对医学教育

的期待，这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培养，也

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进行实践体系和理论体系构建的

探索尝试。

作者简介：刘红勤（1988.4—），女，河南镇平人，
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 傅剑波．大学生领导力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2] 梁仲明．领导学通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苏珊·R·考米维斯．大学生领导力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 大卫·V·戴·约翰·安东纳基斯．领导力的本质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刘澜．领导力解决挑战性难题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6] 刘澜．领导力必修课动员团队解决难题 [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7] 彼得·P·诺斯豪斯．领导学导论——人人都可习得的领导力 [M].商务印书馆，2018.
[8] 邵天．领导力研究综述［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4-25.
[9] 徐明磊．从“稷下之风”到“亮剑精神”——谈高校辅导员的领导力养成 [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1）.
[10] 刘健康．高校辅导员领导力的三重意蕴 [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68-70.
[11] 李盛男．高校辅导员的领导力提升研究 [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22）：25-26.
[12] 杨东．高校辅导员领导力提升路径探究 [J].领导科学论坛，2019（9）：41-44.
[13] 刘红勤．高校医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塑造与探析 [J].新教育时代，2015（8）：51.
[14] 医学生誓言．国家教委高教司 [1991]106号附件四． https：//baike.so.com/doc/5355952-55914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