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 
 

 177 

医学研究 

从“e 人 i 化”到“医路职得”——一例学生职业规划的成

长辅导案例报告 
张革放  孙露*通讯作者 

（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8） 

摘要：中医学实习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临床医务工作者，又是面临毕业的医学生。在医疗职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学校和

实习医院作为培育中医学实习生的主要阵地，要重点关注学生在临床实习期的特殊心理特征，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本文笔者通过引

导学生适应新环境，制定新计划，开始新征程，从而帮助学生驱散阴霾，重拾信心，拥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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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背景 

Z 同学，女，大五，2019 级五年制中医学专业学生。某

日，教务处实习科来电反馈 Z 同学近期在实习医院情绪低

落、习惯沉默、消极、彷徨，而且有缺勤脱岗情况。经了解，

该生到了实习医院新环境，工作压力大、沟通不顺畅、加上

自己纠结到底要不要继续准备考研，一边实习一边准备考研

难以平衡和兼顾，索性摆烂，但又懊悔，每天在内疚中度过。 

听完实习科和实习医院的描述后，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

重性。在我印象中，该生在校期间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有

心脏瓣膜手术史。现在急需对 Z 同学进行正确的心理疏导，

并帮助其驱散阴霾、重拾信心，并树立正确三观，准确认识

所学专业的优势和就业前景，加强职业技能学习，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二、辅导过程 

该案例是因 Z 同学在实习过程中面临环境适应和职业

发展引起的一般心理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

适应性问题，是因为角色转变过程中能力没有达到角色需

求，岗位胜任力不足，也没有足够的适应职场的能力；另一

个是发展性问题，实习阶段是学生游离在“学校人”和“职

场人”之间的模糊地带，面临着临床学习和考研、就业、毕

业考核之间的冲突和压力，身份又没有完全实现转变，同时

自身又迫切想得到提升和发展，无法同时兼顾和平衡。 

笔者根据该生基本情况和困惑，以及面谈情况，利用霍

兰德职业兴趣、MBTI、人职匹配论等理论知识，帮助该生

适应环境，确立生涯目标，制定职业规划，并最终有效落地。 

（一）理解共情，做有温度的心灵陪伴者 

笔者作为该生的辅导员老师，以关心学生近期生活为切

入口与该生进行了谈心谈话，关心心脏瓣膜手术的恢复情

况，后来了解到她选择这个专业的初心。该生外婆患有冠心

病，从开始记事起外婆的手边身边总是少不了速效救心丸，

由于冠心病所带来的并发症也严重地干扰了外婆的生活。自

那时起，该生心里便埋下了一颗种子，成为一名中医心血管

内科医生，治好外婆。 

后来如愿进入大学，在校以来适应良好，可进入实习医

院后，感觉特别吃力，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医生这个职

业。而且行业特别内卷，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就业还是坚持考

研。就这样每天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特别苦恼，于是选择

逃避。笔者深刻共情，当一个人陷在问题和情绪里，外在的

一切对她来说，都好似高墙，攀不过去的墙。困在里面，反

倒是最安全的。 

（二）问题澄清，做有思考的心事倾听者 

1、环境适应困难，常感无力而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 

跟该生进一步交谈中了解到在进入实习阶段以前，生活

相对自由、规律，可以适当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而在实习

期以后，环境变了，人际关系变了，每天需按照医院带教老

师所分配的任务和工作内容来被动地安排，经常性熬夜、加

班打乱了生活节奏，工作上跟不上带教老师进度，感到力不

从心，特别无助。 

2、生涯决策犹豫，顾虑重重而陷入精神内耗的漩涡 

Z 同学自述进实习医院之前一直在准备考研，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考，只是看到周围同学都在准备考研，把升学读研

作为本科毕业后的唯一选择。进实习医院之后，越来越吃力，

慢慢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担心努力备考却考不上，错

过求职黄金期，耽误临床学习等，精神内耗严重。 

（三）困难分析，做有逻辑的心理诊断者 

面对 Z 同学的环境适应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自然

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不顺，实际能力与岗位需要存

在矛盾、在校行为习惯和社会角色要求冲突导致。需要该生

正确认识自己即将转变的社会角色，重塑自我，不断提升临

床实践能力，提升职业素养，最终实现人职匹配，良好适应

新环境。 

面对 Z 同学的职业生涯决策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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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也不知彼。不了解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擅长什

么，看重什么，社会所需以及发展大势是什么。人生是由少

数几个重大决策决定的，高一面临着选科、高三面临着填报

志愿，大一面临着转专业、大五面临着实习、考研、就业等

都需要做出决策。对于学生的困惑，我给出了建议，即“择

世所需，择己所爱，择己所长，择己所利”，尽可能追求职

业发展和利益最大化。 

（四）问题解决，做有策略的心路指导者 

1、生涯唤醒，何惧未来 

大五的毕业生正处于一个人生涯的准备期、探索期和关

键期。进入实习阶段应该对自身重新定位，了解角色的转变

带来的社会责任、社会规范、生活环境的变化。笔者通过分

享自身经历以及学长学姐的榜样示范鼓励该生在实习期树

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职业素养，

尽快适应新环境。 

2、阅己明心，且吟且行 

知己即自我认知，通过 MBTI 人格分析、霍兰德职业兴

趣测试等深度剖析。经测评，该生 MBTI 人格分析为 ENFJ

型，即外向、直觉、情感、独立。该类型的人具有利他主义、

真实、热情的职业特点，有较高的情商与沟通技巧，领导能

力较强，适合卫生保健类职位。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为 SRC

型，即社交、技能、服从。典型职业兴趣类型为社会社交型，

一技之长型。该生自诉关心社会问题，喜欢与人交往，动手

能力强，偏好具体人物，做事保守谦虚，比较看重社会义务

与道德。以上显示该生适合临床类治疗性工作，使学生重拾

信心。 

3、生逢盛世、地利人和 

知彼即职业探索，通过生涯人物访谈、信息搜集指南和

环境探索指南等了解当前就业环境。中医学受到国家政策支

持，社会广泛认可，学校师资雄厚，校友资源丰富，专业基

础扎实等，进一步帮助该生树立了专业自信，明确了职业发

展方向。 

4、坚定目标、越己笃行 

决策无处不在，决策即取舍，也没有绝对完美的决策。

面对考研还是就业犹豫不决的问题，我们通过决策平衡单分

析，决策方案得分分别是基层医疗事业单位>考研>医药企

业。通过 SWOT 分析确立了家乡所在县的医疗机构医生为

主要目标。综合考虑，进入家乡基层医疗事业单位较为符合

她的职业生涯目标，把工作之后考研作为第二选择。决策不

仅包括选择，也包括行动，所以鼓励该生确定目标后，制定

详细计划，准备事业单位考试。 

三、辅导效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辅导，在与医院实习管理老师、带

教老师充分沟通和帮助鼓励下，该生逐渐适应了新的实习环

境，临床技能得到了带教老师的肯定，与患者能够良好的沟

通，脸上恢复了往日的笑容。确立了职业生涯目标后，制定

了职业规划，在空闲时间，努力备考事业单位考试，最终该

生如愿以偿通过了新疆事业单位招聘，被录取到区妇幼保健

院的中医诊疗岗位，并且第一时间跟我分享了这份喜悦。 

四、辅导反思与启示 

（一）学生工作不断线，关爱在身边 

中医学专业毕业实习是在学生完成三年校内课程和一

年校外见习课程教育基础上到医疗实习机构再进行为期 12

个月的临床实践。这种社会化教学场所，虽然独立于校园之

外，但是仍然是大学培育学生的主要阵地。作为辅导员老师，

要做到离校不离线，参与学生培养的全周期和全过程，围绕

学生，关心学生在医院的生活、实习、考研、就业等情况，

针对学生的需求，及时给予帮助和指导，同医院共同做好实

习生管理工作。 

（二）就业教育不缺位，规划要置前 

大学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

和就业指导能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竞争意识。辅导员应该将

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对学生及

时进行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学生“踩

雷”或者走向误区。充分发挥角色优势，为学生提供资源，

提升职业兴趣，培养职业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客观

真实地分析就业形势以及学生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制定合理

的职业发展规划，科学指导学生规划人生。 

（三）心理教育治已病，更要治未病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中医学实习生心理

压力大，心理问题高发。高校育人工作者应该主动帮助他们

及早发现、识别和干预心理问题。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 

可以避免心理危机的爆发或减少心理危机事件的危害。将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从“治疗”

向“预防”转变。建议高校育人工作者打造朋辈心理健康教

育队伍,构建家校社心理育人格局。时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总体变化趋势,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实习巡查和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走进学生内心。尽最大可能减轻学生的压力,

避免因心理健康问题造成负面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