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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tendenc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pro-
vide reference for consummation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Methods: The study is based on a survey of 439 
medical students in Gansu, who are assessed with the NEO-PI-R and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ques-
tionnaire which is compile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are analyzed. Results: It is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 tender-mindedness, dutifulness, trust, warmth, and altruism that constitute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personality traits. Ethic cognition, emotions, will, faith, and behaviour are the main fac-
tors of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In addition to medical ethics cognition and openness, medical ethics 
faith and neuroticism, the score of medical students i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1). Conscientiousness, altruism, warmth, impulsiveness, depression, achievement 
striving, values and feelings, these factors can predict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tendency of medical 
students (p < .01). Conclusion: The major goal of ethics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al-
ity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we should guide the form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to dedicate to 
the cause of medical solid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good behavior habits, by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stu-
dents’ kindheartedness, rigorous, modest, honest, honest good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teaching research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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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医学生医德人格现状，为高等医学院校医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方法：以某医学

院校医学生为例，采用大五人格量表(NEO-PI-R)和自编医德人格倾向问卷对医学生人格特质和医德人

格倾向进行调查，然后分析两者存在的关系，预测影响医德人格倾向的医德人格特质，并提出改善医

学生医德人格教育的建议。结果：1) 顺同性、严谨性、温存、责任心、信任、热情、利他等特质是构

成医学生人格的要素特质；2) 医德认识、医德情感、医德意志、医德信念与医德行为是构成医德人格

的主要因素；3) 除医德认识与开放性、医德信念与神经质外，其余医德人格倾向因子与人格特质因子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 < .01)；4) 严谨性、利他性、热情性、冲动性、抑郁、事业心、价值与情感等人

格特质可以有效预测医学生医德人格倾向(p < .01)。结论：高校医德教育工作要以医德人格培养为主要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高校教育研究项目“医学生医德人格培养的内涵与实施途径研究”，项目编号：GS[2011]GHBG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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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通过培养仁爱、严谨、谦虚、坦诚、廉洁的优秀人格品质，以及加大教学研究与改革的力度，

才能引导医学生形成献身于医学事业的稳固的心理特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关键词：医学生；医德人格；人格特质；医德教育 

1. 引言 

医学是一门神圣而崇高的科学，优秀的医生不仅

要具有高超的医术，而且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医德品质

(吴晓露，谷道宗，张希林，2010)。这里所说的医德

品质主要是指医德心理品质，即医德人格特质。心理

学认为，人格特质是构成人格的基本单位，它决定着

个体的行为。不同职业的个体，其职业人格特质是有

别的，例如探索、富于表达、爱心等人格特质分别是

科学家、演员和护士的职业人格要素特质(Jess Feist & 

Greg Feist，2002；李茹，傅文青，2005)。而医学生

是否具有高尚的医德品质或优秀的人格特质，对于构

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国

内高等医学院校在医德教育方面开设了医学伦理学

等课程，但受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价值利益追求的驱

动，部分医务工作者还是出现了收受患者红包、吃药

品回扣以及医患冲突等医德人格混乱的问题。为此，

本文从医德人格特质建构的角度，对医学生医德人格

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以期为改进高等医学院校医

德教育工作的途径提供一些参考。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某医学院校 2008 级、

2009 级、2010 级医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总计发放

问卷 450 份，回收 439 份，回收率为 97.6%。其中，

男生 187 人(42.6%)，女生 252 人(57.4%)；2008 级 148

人(33.7%)，2009 级 144 人(32.8%)，2010 级 147 人

(33.5%)；临床专业 215 人(49%)，中医专业 155 人

(35.3%)，护理专业 69 人(15.7%)。 

2.2. 研究工具 

2.2.1. 人格特质调查问卷 

采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张建新教授修订的大五

人格问卷(NEO-PI-R)作为医学生人格特质调查的工

具。该量表共有 240 个条目，包括 5 个维度(层面)量

表，它们分别是神经质(N)、外向性(E)、开放性(O)、

顺同性(A)和严谨性(C)。每个维度量表下面又包括 6

个特质分量表，每个特质量表均为 8 个条目，采用 1~5

分五级评分法，从“最不赞同”到“非常赞同”(戴晓

阳，姚树桥，蔡太生，2004)。 

2.2.2. 医德人格调查问卷 

通过查阅医德文献资料(李雅梅，2011；高袅，孙

靖靖，2010)，收集有关医德人格的问题。然后，随机

抽取 120 名医学生样本，进行问题调查和个人访谈，

整理出回答频次较高的知识点，拟定出初始问卷的原

始题项。最后，请相关专家对问卷题项进行审定，编

写出由医德认识、医德情感、医德意志、医德信念与

医德行为等 5 个维度 30 项条目构成的问卷(每一维度

下包含 6 项条目)。问卷采用 5 点尺度计分(很差 = 1、

较差 = 2、一般 = 3、较好 = 4、很好 = 5)，得分越

高，表示医学生人格倾向越积极，越是有利于医德人

格的塑造。 

2.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

医学生人格特质因子与医德人格倾向因子分布情况

做一般描述性统计；然后，对医学生人格特质与医德

人格倾向做相关分析；最后，对影响医德人格倾向的

人格特质因子做出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医学生人格特质各因子分分布情况 

表 1 显示，在构成医学生人格的 5 项维度量表中，

顺同性与严谨性特质排在前两位；在构成医学生人格

的 30 项特质分量表中，温存、责任心、信任、热情、

利他等特质排在前五位。 

3.2. 医学生医德人格倾向的各因子分与总分 

表 2 显示，人格倾向的因子主要包括医德认识、

医德情感、医德意志、医德信念与医德行为，且得分 



对 439 名医学生医德人格特质的调查与分析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factor score o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medical students (n = 439) 

表 1. 医学生人格特质各因子分分布情况(n = 439) 

人格维度和特质 主要功能和特征 X ± S 

N：神经质(Neuroticism) 个体情绪的状态，体验内心苦恼的倾向性。 2.93 ± .27 

N1：焦虑 面对难以把握的事物、令人害怕情况时的状态。 3.09 ± .56 

N2：愤怒性敌意 人们准备去体验愤怒情绪的状态。 2.78 ± .50 

N3：抑郁 正常人倾向于体验抑郁情感的个体差异。 3.07 ± .57 

N4：自我意识 人们体验羞耻和面临困境时的情绪状态。 2.80 ± .58 

N5：冲动性 个体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望的能力。 3.02 ± .42 

N6：脆弱性 个体面对应激时的状态。 2.84 ± .52 

E：外向性(Extroversion) 个体神经系统的强弱和动力特征。 3.17 ± .39 

E1：热情性 个体对待别人和人际关系的态度。 3.60 ± .55 

E2：乐群性 指人们是否愿意成为其他人的伙伴。 3.09 ± .64 

E3：自我肯定 个体支配别人和社会的欲望。 2.74 ± .47 

E4：活跃性 个体从事各类活动的动力和能量的强弱。 3.20 ± .39 

E5：刺激追寻 人们渴望兴奋和刺激的倾向性。 2.99 ± .60 

E6：正性情绪 人们倾向于体验到正性情绪的程度。 3.43 ± .65 

O：开放性(Openness) 个体对体验的开放性、智慧和创造性。 3.19 ± .30 

O1：幻想 个体富于幻想和想象的水平。 2.96 ± .47 

O2：美感 个体对于艺术和美的敏感和热爱程度。 3.48 ± .60 

O3：情感 人们对于自己的感觉和情绪的接受程度。 3.39 ± .46 

O4：行动 人们是否愿意尝试各种不同活动的倾向性。 2.76 ± .46 

O5：观念 人们对新观念、怪异想法的好奇程度。 3.16 ± .59 

O6：价值 人们对现存价值观念的态度和接受程度。 3.38 ± .42 

A：顺同性(Agreeableness) 人际交往中的人道主义或仁慈方面。 3.46 ± .29 

A1：信任 个体对其他人的信任程度。 3.64 ± .48 

A2：坦诚 个体对别人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倾向性。 3.29 ± .55 

A3：利他性 个体对别人的兴趣和需要的关注程度。 3.56 ± .45 

A4：顺从性 个体与别人发生冲突时的倾向性特征。 3.10 ± .44 

A5：谦虑 个体对待别人的行为表现。 3.36 ± .75 

A6：温存 个体给予别人赞同和关心的程度。 3.80 ± .42 

C：严谨性(Conscientious) 人格特征与意志有关的内容和特点。 3.37 ± .34 

C1：胜任感 个体对自己的竞争状态的认识和感觉。 3.22 ± .47 

C2：条理性 个体处理事务和工作的秩序和条理。 3.27 ± .57 

C3：责任心 个体对待事物和他人的认真和承诺态度。 3.74 ± .46 

C4：事业心 个体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进取精神。 3.26 ± .49 

C5：自律性 个体约束自己的能力，自始至终的倾向性。 3.30 ± .50 

C6：审慎性 个体在采取具体行动前的情绪状态。 3.43 ± .55 

 
Table 2. Factor score and total score on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

ality tendency of medical students (n = 439) 
表 2. 医学生医德人格倾向各因子分与总分(n = 439) 

因子分/总分 极小值 极大值 M SD 

医德认识 2.50 5.00 4.297 .456 

医德情感 2.50 5.00 4.002 .467 

医德意志 1.67 5.00 3.664 .745 

医德信念 2.17 5.00 3.520 .641 

医德行为 2.17 5.00 3.445 .592 

总分 2.47 4.93 3.766 .389 

依次递减。其中，医德认识与医德情感因子分均值在

4.0 以上，医德意志、医德信念与医德行为因子分介

于 3.0 至 4.0 之间，而医德人格倾向总分为 3.766 ± 

0.389，整体倾向呈现为中等偏上。 

3.3. 医学生人格特质与医德人格倾向间的关系 

表 3 显示，除医德认识与开放性、医德信念与神

经质不存在显著相关外，其余各医德人格倾向因子与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122 



对 439 名医学生医德人格特质的调查与分析 

Table 3.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tendency (n = 439) 

表 3. 医学生人格特质与医德人格倾向的相关性分析(n = 439) 

 N E O A C 

医德认识 −.143** .143** .040 .247** .210** 

医德情感 −.164** .203** .166** .297** .373** 

医德意志 −.241** .220** .164** .098* .384** 

医德信念 −.070 .203** .175** .140** .194** 

医德行为 −.153** .353** .244** .301** .500** 

注：*p < .05，**p < .01。 

 

人格特质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或极为显著的相关关

系(p < .05，p < .01)。其中，医德认识、医德情感、医

德意志和医德行为与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因子均存

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p < .01)。 

3.4. 影响医学生医德人格倾向的人格特质因素 

表 4 显示，以医德人格倾向平均分为因变量，以

人格特质 5 项维度量表分与 30 项特质分量表分为自

变量，做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严谨性、利他性、

热情性、冲动性、抑郁、事业心、价值与情感等人格

特质因子可以有效预测医学生医德人格倾向(多元相

关系数为.645，联合解释变异量为.415)。 

4. 讨论 

首先，该校医学生的人格特质分布特点较好地反

映了医学生职业角色人格发展的要求。有研究认为，

任何职业角色人格都有其角色适应性特质，且需以此

为职业化人格的基本结构(孔军辉，2012)。调查也发

现，医学生的人格特质在大的方面有严谨性和顺同

性，小的方面有温存、责任心、信任、热情、利他、

美感、审慎、情感、自律、谦虚、活跃等诸多特征。

其中，有些特质是医学生角色人格的核心成分，即要

素特质，它具有鲜明的角色特点，是将来胜任职业角

色所必备的；例如，温存、责任心、信任、热情、利

他、谦虚等特质。而有些特质是医学生角色人格的非

核心成分，含丰富的个性化色彩，允许个体间存在程

度、内容等差异；例如，美感、审慎、情感、活跃等

特质。 

其次，医学生的医德人格倾向与其人格特质关系

密切，反映出医学生的人格特质是其医德人格培养的 

Table 4.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ny factors on the 
medical ethics personality tendency of medical students 

表 4. 影响医学生医德人格倾向的因素 

项目 R R2 △R Beta t p 

严谨性(C) .503 .253 .253 .503 12.150 .000**

利他性
(A3) 

.563 .317 .064 .283 6.408 .000**

热情性(E1) .583 .339 .023 .182 3.851 .000**

冲动性
(N5) 

.599 .359 .020 −.153 −3.663 .000**

抑郁(N3) .620 .385 .025 .184 4.233 .000**

事业心
(C4) 

.630 .397 .012 .173 2.937 .003**

价值(O6) .637 .406 .009 −.103 −2.598 .010* 

情感(O3) .645 .415 .009 −.116 −2.641 .009**

注：*p < .05，**p < .01。 

 

基础。有研究认为，人格的道德因素是人格培养的核

心，它是一个人内化了的相对稳定的品性和习惯(郑建

辉，江陆平，2012)。如果体现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

则具体表现为医务工作者的医德人格。调查也发现，

医学生的严谨性和顺同性特质主要反映的是人际交

往中的人道主义或意志内容，它们所包含的人格特质

本身就具有道德因素的内涵。例如，温存(个体给予别

人赞同和关心的程度)、责任心(个体对待事物和他人

的认真和承诺态度)、信任(个体对其他人的信任程

度)、利他(个体对别人的兴趣和需要的关注程度)、谦

虚(个体对待别人的行为表现)等。因此，医学生的人

格要素特质可以说是医德人格培养的动力性因素，亦

是其医德职业角色人格发展的基石。 

第三，医学生的医德人格倾向中等偏上，表现为

医德认识没有上升为一种坚定的医德信念，也没有形

成稳定的医德行为与习惯。有研究认为，我国高校医

德教育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概念性、理论性的知识

传授过多，而欧美医德教育非常实际、注重实效，多

以实践方式对医学生进行医德精神的培育，这一点值

得我国借鉴(曹未，张晨，杨放，2011)。调查也发现，

医学生诸多人格特质因子对医德人格倾向的预测不

尽合理。例如，冲动性与抑郁等特质对医德人格倾向

的预测被高估，而某些重要的顺同性特质(如信任、坦

诚、顺从、谦虚、温存等)却没有得到体现。这也部分

说明，该校的医德教育工作没有认识到人格特质的动

力性特征，也缺乏对医德教育的内涵进行深入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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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最终体现为没有把医学生医德人格培养作为医德

教育的重要目标。 

5. 对策 

第一，对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应该转变教育思想

观念，以医德人格培养为主要目标。有研究也认为，

医学生进入社会后，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医德人格，才

能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才能够抵挡住社会上的各种诱

惑和欲望，才能达到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最终体现

为知与行的统一(郑建辉，江陆平，2012)。为此，高

校医德教育工作要主动迎合青年大学生人格塑造的

关键期(贝姆. P. 艾伦，1994；陈英敏，纪林芹，2006；

高峰强，王申连，2011)，重点加强对医学生优秀人格

品质的培养。结合本文研究和参考相关文献(吴晓露，

谷道宗，张希林，2010)，笔者认为当代医学生应该具

有仁爱、严谨、谦虚、坦诚、廉洁、钻研等医德人格

要素特质。同时，也认为这些人格特质是进一步实施

医德理论、原则和规范教学的心理素质基础，如果没

有这些人格特质，则美好的伦理教学意念也难以实

现。例如，医学生虽然具有爱心，但由于人格上缺乏

必要的“廉洁”特质，当遇到患者送红包时，往往难

以控制自己的“贪欲”。 

第二，对医学生进行医德人格培养，还要加大教

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的力度，要旨在教育和引导医学生

形成献身于医学事业的稳固的心理特质和良好的行

为习惯。为此，高校医德教育要尽量避免纯理论式教

学，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实践教学活动，

并将医德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内容相互浸透。例

如，一方面可以通过案例式、讨论式、基于问题的学

习(PBL)等多种教学方法，来调动医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培养其医德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可通过举办医

德医风先进事迹报告会，组织医学生参观医德教育基

地，以及组织观看医德题材电影、录像片、文艺演出

等文化活动，来熏陶医学生的从医情操和提升医学生

的从医能力，最终达到塑造医德人格品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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