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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选科意向驱动因素初探 
——基于安徽三所医学院校的问卷调查 

◆李晓慧  刘  威  戴子琦  郭雨晨  杨晓娟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2） 

 
摘要：学生在科室选择时的驱动因素影响着其科室选择的态度与行为，

以安徽省三所医学院校 2017 级到 2013 级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的调查问

卷为例证，结合医院，学校，家庭，个人四个方面探究学生在当前社会

条件下选择科室时的驱动因素，并从科室选择策略，价值观体系建设等

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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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因素是影响学生选科的最重要因素。 
在医学生的职业规划中，其向往的执业的环境仍以医院为

主，因此医院中各科室的发展前景、医患关系等因素成为影响学
生选科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具体而言： 

首先，医院各科室的发展前景，包含科室上升空间及个人在
科室内的发展潜力，是影响医学生选科意向的最重要因素。调查
显示：（1）超过 62%的医学生认为，医院各科室的发展前景对自
己的选科意向“影响很大”。（2）这种影响在不同年级的学生中，
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具体而言，低年级（大一大二）学生中，
有 76%认为“影响很大”，但大三时则降到 60%，大四时进一步
降到 52%，到了大五，则仅有 44%认为科室发展前景会对自己
的选科意向产生很大影响。这一变化可能反映了，医学生随着对
各科室的了解更加深入，能够更加理性和辩证的看待科室发展前
景的问题。在低年级时，学生的价值观趋于“自我”侧面反映未
深入思考国家，社会，学科发展的需求[1]。（3）值得注意的是，
调查中科室发展前景对男生的影响比女生略高。如果分年级看，
在低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和大五的男生中，选择“影
响很大”的比例分别为 73%，60%，60%，50%；女生选择的比
例则分别为 63%，60%，46%，33%。这一结果一方面反映出女
生在对科室发展前景的要求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可能是女生的就
业选择受到了性别的限制。 

其次，医院各科室医患关系是影响医学生选科意向的较重要
因素。总体来看，有 40%男生认为“影响很大”，有 46%女生认
为“影响很大”。这一结果反映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无明显性
别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经媒体及其他途径对医患关系有较全面
的了解，但对未来医疗环境仍然缺乏安全感所造成的[2]。分年级
来看，低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和大五的男生中，选择
“影响很大”的比例分别为 33%，45%，41%，44%，女生选择
的比例则分别为 38%，60%，50%，33%，可以看出，大三时认
为科室隐患关系影响程度人数比例达到最高，随后女生比例逐渐
下降。这一结果反映了女生随着对科室医患关系处理的愈加熟
悉，能够更加熟练地处理紧张的医患关系。 

另外，医院科室对学历的要求造成男女受调查者的两极分
化。学历要求成为女性在选择科室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总体来看，
有 40%的男生认为“影响较大”，而有 63%的女生认为“影响较
大”，一方面根据社会调研可知，这一结果可能与女性在社会中
担当的社会功能与男性有一定的区别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劳动
力市场的严峻引发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较普遍，部分科室性别歧
视现象仍隐形存在。 

然而科室内部的人际关系对于医学生选科的影响却最小，如
果从总体看有超过 62%的学生选择“影响一般”，这一结果反映
了医学生在伴随着大学课程学习及实习经历的过程中，人际交
流，社会关系的处理以及维持能力均有所提高，导致现代人际关
系的质量与学生的自我发展及感受的相关性不大。 

二、个人因素是影响医学生选科的第二大因素。 
首先，个人兴趣在影响医学生选科意向个人因素中占最主要

的地位。调查表明：大约 74%的医学生认为，个人兴趣对自己的
选科意向“影响很大”。这种选择在各个年级医学生中的比例相
差不大，无明显性别差异，仅在大四学生中出现了稍许波动。在
大一二、大三、大四、大五选择“影响很大”的比例各为 61%、
70%、48%、74%，由此可见个人兴趣对医学生选科影响很大。
面对繁重的学业，高昂的兴趣可以帮助学生潜心学术，更容易在
某领域崭露头角。 

其次，学生性别与是否在考研、就业中接受调剂在个人因素
中影响程度并居第二，对医学生未来职业规划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1）在性别方面，调查表明，超过 59%的医学生选择“影响
很大”，大一二、大三、大四、大五医学生选择“影响很大”的
比例各为 53%、62%、48%、59%。但在大五医学生中选择“影
响很大”的男生明显多于女生，分别为 67%，44%（图一）。以
往研究表明 19. 23%的男生、60. 93%的女生选择内科系统的二级
学科专业；42. 31%的男生、10. 94%的女生选择外科系统二级学
科专业[3]。这与当前医院各科室性别两极现象一致，比如普外科、
骨科更倾向于男性医生，女性医生则更倾向于内科、检验科等科
室。因此性别对医学生选科意向的影响不可忽视，应引导学生正
确看待这一现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科室。 

 
 
 
 
 
 
 
 
 
 
 
 

（图一） 
（2）在考研或就业是否接受调剂方面，总体来说大约 74%

的医学生选择“接受调剂”。这种选择在不同年级学生中呈逐渐
上升的趋势，无明显性别差异，大一二、大三、大四、大五选择
“接受调剂”的比例分别是 26%、38%、66%、74%。这与当前
考研人数逐年递增、岗位竞争日益激烈、各级医院学历要求逐渐
上升有关。 

三、学校因素对医学生选科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首先，实习经历对医学生的选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调查

结果表明:（1）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和大五被调查者中男生
选择“影响很大”的比例各为 64%、55%、41%、72%，女生选
择“影响很大”的比例各为 49%、53%、46%、11%。说明实习
经历对医学生选科的影响程度都较大（2）大四之后这个比例在
男生呈现上升趋势，在女生则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包括以下两
点：第一，实习时医学生在医疗工作中积极实践，提高了操作
技能和临床诊治能力，同时也了解到医疗环境现状、各科室的
差异和自身的兴趣以及强项所在;第二，女生在选科时受工作环
境、体力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限制，对于科室的选择性没有男生
多元。因此在大五时女生选择“实习经历对选科影响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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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明显下降。 
其次，医学院校开展选科指导类的活动对医学生的选科是十

分必要的，问卷调查中超过 80％的医学生认为学校需要开展此
类活动（图二）。因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着对学生的选科指导不足、
学生因校外见习实习而不便开展选科指导等现状，为选科指导类
活动在高校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挑战，使一些学生对自身
和外部环境缺乏综合分析，无法明确发展方向。 

 
 
 
 
 
 
 
 
 
 
 
 

（图二） 
最后，医院见习对医学生未来选科也颇有影响，且无明显的

性别分化。以男生为例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和大五的被调查
者中选择“影响很大”的比例各为 64%、65%、55%、56%。医
院见习可以将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加深已学过的理论知识，启迪
了医学生的临床思维，并且加深了医学生对医院各科室的认识，
影响着医学生将来的选科。 

四、家庭情况及社会影响是医学生选科不可或缺的因素。 
家庭情况和社会影响对医学生职业规划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尤以亲属建议、家庭经济状况及各地扶持政策等因素明显，
具体而言： 

首先，在职业规划中，亲属建议的影响至关重要。调查显示：
（1）超过 34.37%的医学生认为亲属建议对选科意向“影响很
大”。（2）这种影响变化在各年级间呈先上升后下降，低年级（大
一、二）学生中有 36%认为“影响很大”，大三时这一比例上升
达到高峰 55%，然后逐渐下降，高年级时已降至仅有 29%（大
四）和 22%（大五）。这一变化反映了医学生选科意向在本科中
期阶段最容易受亲属建议的影响，此时刚开展临床课程，但尚未
实习，亲属建议是一条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3）值得注意的是，
男女生亲属关注点不同。男生亲属最关注的是科室薪资情况，而
女生亲属的关注点则主要在工作压力上。 

其次：家庭经济状况对选科意向的影响占次要地位，调查显
示：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很大”的医学生为 20.95%，其中
男生受这一因素的影响要略高于女生，选择“影响很大”的男女
比例各为 28%，14.75%（图三）。这一结果可能与我国男性女性
社会角色的固化有关，在家庭经济的贡献上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普
遍高于女性，其承担的经济压力更大。 

 
 
 
 
 
 
 
 
 
 
 

（图三） 
最后，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虽然当前各地针对基层人才资

源匮乏等现状已出台了多项扶持方案，但调查显示超过 38.78%

医学生表示对其并不了解，但这一问题随年级增长有所改善，选
择不了解的比例逐渐下降，具体为（大一、二）43%，大三 36%，
大四 16%，大五 7%。 

五、启示 
（一）教学管理部门成立专业选择咨询机构 
教学管理部门应该成立专门的专业选择机构，聘请专业人士

举办有关医疗改革政策普及的讲座等，结合社会发展趋势，职业
发展特点，从专业选择和就业指导教育的视角在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中加强对学生进行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引导。 

（二）设立医患关系相关课程，开展相关危机演练 
学校与医院应主动开展医患关系紧张预防，控制和应对能力

教育，提高学生对医患关系紧张事件处理能力，以积极心态面对
医疗行业。 

（三）学校改革学科授课模式将书本授课与临床实践操作相
结合 

在本科中期阶段实行临床课本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理性思考自己的多个维度特点，避
免在做决定时出现迷茫彷徨的现象发生。 

（四）学校改革实习学科专业选择机制，医院给予女性工作
者相关福利 

学校改革实习学科专业选择机制使得学生的职业选择时间
和学科间轮转时间适当弹性化，使男女生在面对不同的可是学历
要求时有一定的选择空间。医院方面应当积极主动给予女性医务
工作者一定的工作福利以及降低对年龄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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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执业科室的选择意向，是其职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医护人员的培养和医院人才梯队的建设有着较大影响。现
有关于医学生职业规划的研究，较少涉及到医学生毕业后的选科
意向，本文试图在对安徽省三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的 200
名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医学生选
科意向的驱动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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