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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习是医学教育中的重要阶段，是医学生学习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活动的过程，实习效果和实习质量

决定着医学生未来的临床诊治水平。在实习期间，医学生要顺利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换，需要解

决角色适应不良、角色冲突等问题。在角色理论视角下，文章主要阐述了医学生实习期间角色转换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学生个人层面、学校层面、医院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提出一些对

策和建议，帮助医学生在实习期间顺利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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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a process in which medical students learn 
to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practical activities. The effect and quality of practice determin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level of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During the internship, 
medical students nee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role transition from student to doctor, so they 
need to solve the role maladjustment, role conflict and other problems. Under the role theory An-
gle of view, this article mainly expound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internship, and, in view of these questions from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level, school level, hospital level and social level,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help medical students in internship smoothly to transit from students to doc-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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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色理论 

角色最初是戏剧和电影中的名词，是指演员所扮演的剧中人物。学者奚从清认为角色是指个人在社

会关系中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并符合社会期待的一套行为模式[1]。后来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将角色运用

于社会学研究之中，并创立了角色理论，用于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2]。角色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一般的

社会生活现象，或阐释社会行为、分析社会关系等，目前它已经成为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角色理论包括角色扮演、角色认知、角色学习、角色期待等内容，认为人既是社会的产物，又能对社会

作出贡献，是一种尝试从人的社会角色属性来说明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变化的理论。角色认知是指

角色扮演者对社会地位、作用及行为规范的实际认识和对社会其他角色关系的认识，只有角色认知清楚

的情况下才能很好地扮演角色，人们对某种角色的认知程度决定了其能否成功扮演该种角色。在特定的

社会和互动中掌握角色的行为规范、权利与义务、态度与情感、知识与技能的过程称为角色学习。社会

或个人对某种角色表现出特定行为的期待是角色期待，一个人遵从了角色期待，才符合其所处的地位和

身份。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唯一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人常常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当个体

因社会任务、环境变化、职业生涯变迁等原因，从一个角色进入另一个角色时，角色转换便发生了。在

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个体经常会遇到可以预想或不能预想的困难，只有解决了这些困难，才能顺利进行

角色转换，进而实现角色的目标与任务。 

2. 医学生实习期间角色转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少角色转换意识 

角色转换是指一个人由一种社会角色向另一种社会角色的变动或更替。角色转换具有客观性、普遍

性和变异性、价值性、历史性的特点，由于环境的变化或是工作的需要，角色扮演者常常要进行角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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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不同的角色对应着不同的个体行为模式。学者奚从清和俞国良认为由于角色

转换要受到客观的社会条件、风俗习惯、人际环境、角色扮演者自身状况等条件制约，任何角色转换都

是客观地产生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强调角色转换客观性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主体的

能动性，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建筑在客观的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加自觉地有效实行角色转换[3]。根据角

色转换的不同态度，可以把角色转换划分为主动的角色转换和被动的角色转换，主动的角色转换是指采

取积极的态度对待角色转换，被动的角色转换是指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应对角色转换。当医学生从

学校进入医院实习时，角色转换便产生了，但部分医学生在实习期间进入医院实习时，缺少主体能动性，

主观上没有角色转换意识，认为自己虽在医院进行临床实践，但还未毕业，仍只是一名学生而不是医生。

有些学生因逃避就业的思想，不愿从学生角色转换成医生角色，采取消极或抵制的态度应对医生角色转

换。还有部分学生主观意识上分不清楚在实习期间自己的角色究竟是学生还是医生，内心混乱。明确在

某个时间段所扮演的是哪种角色才能进一步确定该角色包含的目标、任务、责任、权利、支援、资源等，

进而借助角色所包含的权利、支援和资源完成角色的目标、任务和责任，也就是奚从清等学者所说的主

体能动性的发挥建筑在客观的规律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有效实行角色转换。部分医学实习生由于在实

习期间不能明确从学生转换为医生角色的意识，没有扮演好医生角色完成实习期间角色转换的任务。 

2.2. 角色扮演时缺乏良好的沟通能力 

当社会相互作用在角色术语中形成概念时，就进一步运用了角色扮演这一概念，米德认为角色扮演

是社会互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进行交往活动，就是因为人们能够辨认和理解

他人的语言，识别对方使用交往符号的意义，从而预知对方的行为倾向性。拉尔夫·H 特纳认为，角色

扮演也是角色创造[1]。沟通是角色扮演时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沟通，角色与角色之间表达自己的意愿

或者交换信息，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准确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快速

准确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愿和需求对角色扮演者来说尤为重要。对于医学实习生来说拥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是医学执业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医学生在实习期间扮演医生角色不可缺少的能力。医学生在校扮演学

生角色时，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听老师讲解，沟通能力较少有机会得到训练。进入医院扮演医生角色时，

有时自身所具有的沟通能力无法胜任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无法准确理解患者的需求，不能将自己所学充

分发挥出来在治疗方案上与患者达成一致，不仅容易使医患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也会使医学实习生不能

成功扮演医生角色，进而阻碍其从学生向医生角色转换的过程。 

2.3. 角色实践中不能熟练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 

角色实践是角色领悟和角色学习的进一步发展。角色实践是个体根据所学理论知识按照自己的角色

定位和角色期望创造角色的过程。实际情形是，通过角色实践，研究他人所创造的、所稳固的角色，个

体也可以主动地暗示自己所正要扮演的角色。角色实践是角色扮演的关键阶段，角色实践受到主观、客

观多方面条件的限制[1]。角色扮演者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能力便是主观条件之一。角色在实践的过

程中常常需要所学理论知识指导角色实践活动，但理论与实践常常存在着一些差距，在医学领域理论与

实践的差距表现得更加明显。首先，医学生在学校学习医学理论知识时，通常是先知道某种病的名字，

在已经知道是某种病的前提下然后再学习该种病的特点、病发时的一些表现等等，实习期间，在医生角

色实践中则是根据患者的病发表现来分析确定患者所患的是哪种疾病，这与在校学习医学知识时的顺序

是相反的。理论知识学习顺序与理论知识实践顺序的差异导致一部分医学实习生在医生角色实践中难以

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熟练的指导临床实践，有时面对几种疾病都具有的病发症状甚至无法确定患者所患

究竟是哪种疾病，心中产生挫败感，阻碍医生角色的实践活动，影响其由学生向医生角色的成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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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学校上课使用的学习课本中所包含的医学知识几乎都是根据大量的临床经验总结而来，课本中

知识的更新经常滞后于临床实践，在实习的过程中会遇到课本中没有学过的情况，或者遇到的实际情况

与课本中所学的理论知识有出入，这是医学生在医生角色实践中的客观条件限制，良好的理论知识指导

实践的能力可以缓解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一些医学实习生由于不能熟练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在

遇到课本中没有遇到过的情况或者实际情况与课本中所学的理论知识有出入时，不知所措，不能运用已

学过的理论知识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活动，使其由学生向医生角色的转换过程中受到阻碍。 

2.4. 角色适应不良 

一般来说，角色适应是角色扮演者调整自己的行为角色行为使之与角色期望逐渐吻合的过程。角色

适应包括心理适应和行为适应两方面。角色心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在角色转换中尤为显著，角色转

换的心理变化和心理适应，要经历一个由原来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又到基本适应的转化过程。角色行

为适应要求角色扮演者所作出的举动符合角色的规范和模式。消除心理上种种不适应之感和行为上种种

不得体之举，才能逐步适应和遵从新的角色规范。奚从清和俞国良学者认为，促使角色转换心理适应过

程的内在动力是新旧角色两种心理的相互作用。其结果是新角色以新的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状态，

取代旧角色的旧地位及与之相适应的心理状态，从而实现角色转换，达到心理适应[3]。角色转换意味着

个体需要从旧角色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影响中摆脱出来，进入新角色，发展新角色所需的行为模式和心

理特点。部分医学生在实习期间虽然有从学生角色转化为医生角色的意识，但因长期生活在校园中，或

受到医患关系负面新闻的影响，对医生角色的环境产生恐惧心理，无法主动顺应医生环境和调控改变自

身心理，在心理和行为上无法适应医生角色，产生了角色适应不良问题。在医院常会遇到病人病逝的情

况，虽然有些学生在校学习的过程中已经给自己做过心理建设，但心中想像与实际遭遇毕竟会有差距，

尤其是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心中难免会有悲伤的情绪，一时无法处理这种

负面的情绪，在心理上出现角色适应不良问题。医生的工作有紧急和突发的特点，医学生在实习的过程

中会遇到各种突发性事件，比如在值班期间遇到突发性疾病的病人需要治疗或抢救，各种实践操作知识

不熟练的医学实习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由于过度紧张，不能保持镇定并做出正确的处理应对，在行为

上出现角色适应不良问题。角色适应不良，常常会使实习生感到烦躁不安和茫然无助，影响其由学生向

医生角色的转换。 

2.5. 产生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是角色行为相互矛盾的产物，是个体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角色内部、角色之间所发生的矛

盾和冲突。在角色转换的过程中，角色不适应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是角色转换的辩证

规律。角色冲突包括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第一种是空间时间上

的冲突。有调查显示考研已经成为医学生毕业的重要选择[4]。但即使考研，也需要完成为期 10~12 个月

的实习。通常情况下准备考研的复习时间与实习的时间是相冲突的。作为一名医学实习生，他承担着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为患者治疗的使命，作为一名考研学生，他肩负着认真复习考研内容的任务，这样

不可避免的就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了矛盾。第二种角色冲突是行为模式内容上的冲突，当一个人改变了

旧角色，担任了新角色，且新角色与旧角色有质性区别时也会产生新旧角色的冲突。对于一名医学实习

生来说，在实习期间要改变学生的旧角色，担任医生的新角色，是从学生向社会职业人转变的过程，两

个角色之间性质差异较大，难免会产生一些冲突。在同一角色下，当人们对个体的期望与要求不一致，

就会产生角色内冲突。患者希望医学实习生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但因不信任实习生临床实践的能

力而不愿给予实习生临床实践的机会，或医院希望实习生能成为合格的医生，却并没有以医生的标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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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习生创造实习条件，就会造成医学实习生的紧张和焦虑，产生角色内冲突。在实习期间，若不能顺

利解决这些冲突，医学实习生就难以从学生角色顺利转化为医生角色。 

3. 对医学生实习期间角色转换存在问题的建议 

3.1. 学生层面 

对学生来说首先应当树立角色转换的意识，角色转换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等特点，任何角色转换都

是客观地产生和存在的，因此，学生应当有意识地主动树立角色转换的意识，以积极的心态应对角色转

换，避免用消极或抵制的心态应对角色转换，明确学生角色和医生角色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不同之处，发

展医生角色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其次，奚从清学者认为一个人要想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就必须学

会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是角色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1]。前文已经说过角色扮演过程中需要社会互动，

角色扮演者必须能够辨认和理解他人的语言，因此，对学生来说想要扮演好医生角色，顺利完成角色转

换，应当学会沟通，在校期间除了学习有关临床诊断的知识外，可以多多参加学术活动增加与人交流的

机会，或者参加一些学习沟通技巧的社团，有意识地培养自我的沟通能力，为日后与患者进行清晰良好

的沟通打下基础。再者，角色实践受到主观、客观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对于客观限制条件来说，角色扮

演者很难改变，但可以通过提高主观能动性来缓解客观条件限制。对医学生来说，想要完成医生角色的

实践，应当提高主观能动性，在理论知识学习扎实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这里最重

要的一点是要有临床思维能力。临床思维是医学生熟练运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表现之一，也是医学生

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临床实习时期是医学生临床思维培养的关键阶段，因此学生应当注重对自身临床思

维的培养[5]。在实习期间，除了努力争取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之外，还要定期反思对理论的应用是否到

位，进行总结。最后学生应当学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平衡考研复习与实习，合理地分配好考试复习的时间

与实习的时间，避免产生角色冲突，顺利完成由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换。 

3.2. 学校层面 

丁水木和张绪山学者认为学校是培养未来的社会角色能力的社会组织，学生在校学习的任务就是为

了扮演好未来的职业角色打基础[6]。因此，学校对医学生角色转换也应当采取一些帮助措施。为了帮助

医学生顺利完成由学生到医生角色的转换，学校层面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应当在课程设置上进

行改革，除了设置与临床理论知识有关的课程外，还应当设置一些角色规范、心理调适相关的课程，帮

助医学生适应医生角色，完成从学生到医生角色的转换。角色规范是个体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必须遵守的

行为准则，与个体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紧密相关，是调节角色行为的重要控制器。因此学校应

当设置医生角色规范的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明确医生角色的行为模式、目标、任务、责任、义务以及与

学生角色的不同之处，帮助学生树立医生角色意识。设置心理调适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在出现负面情绪时，

缓解心理不适，在临床实习时更好地适应医生角色。其次，为了医学生在实习期间成功地进行医生角色

的实践，学校应当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高校可以利用寒假和暑假的

时间对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开展医学生假期社区临床实习，不仅充分利用了社区医院资源，也为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实践机会[7]。使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帮助其在医生角色实践时更好地作用理

论指导实践，顺利完成医生角色的转换。 

3.3. 医院层面 

对医院来说为帮助医学生成功由学生角色转换为医生角色，首先应当对医学生有清晰且合乎实际的

角色期望。角色期望是指一个人扮演角色的行为符合于社会、组织、他人的期待与要求，角色期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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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或过低，期望过高会落空，期望过低会松劲。角色扮演的好不好与角色期望是否清晰有很大的关系，

医院对医学生扮演医生角色的期望越清晰，处在医生位置的医学生的角色行为越容易与期望相一致，并

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反之则会使医学生产生无所适从的状态。保持角色期望清晰度关键在于获取最大信

息量，因此医院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向医学实习生传递医生角色期望的信息量。其次，根据角色建设内容，

医院应当完善医学生扮演医生的角色管理。角色建设是以角色意识为核心，以角色规范为重点的一种有

计划、有目的的思维活动与实践活动。医院完善医学生扮演医生角色的管理应当建立健全权力细分对应

授予管理制度，在保障授权授责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为每一位扮演医生角色的医学生提供完整出色地履

行职责的外部条件保障。建立健全医生角色的履职跟踪管理制度，以保障每一位扮演医生角色的医学生

的工作都处于受控状态[1]。在实习结束时，对医学生的实习评估标准也应当以医生角色的标准来评估，

帮助医学生顺利完成由学生向医生的角色转换。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方面之外，为了缓解角色冲突，也

有学者提出医院科室可以定期为医学实习生提供讲座，讲座内容既要切合临床又要穿插考研课程[8]。笔

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学生在掌握临床技能的同时又把握了考研知识点，有助于考研医学生在实

习期间进行医生角色实践时更加投入。 

3.4. 社会层面 

对社会层面来说，帮助医学生完成从学生到医生角色的转换，主要是通过角色的社会机制建设来入

手。为避免角色冲突，戈夫曼曾提出自己的观点表示：“对这种烦恼的认识并不是角色分析中的一种局

限，而是它的价值之一，因为它迫使我们去研究何种机制才能避免这种冲突，或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9]。”
这个机制便是角色机制了。角色机制建设是指个人与社会对担当一定的角色避免紧张、矛盾和冲突所要

协调的各种关系和工作方式而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角色机制建设的内容可分为角色的个人机制建设和角

色的社会机制建设。对社会层面来说通过角色的社会机制建设帮助医学生进行角色转换，首先要以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出发点，给予医学实习生多一些关注，不断改善和满足医学实习生角色转换过程的各

种需求。其次，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医学生角色转换过程中角色的矛盾和冲突常常是由医学生、医院、

患者等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引起的，社会层面应当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以便解决医学生医生角色扮演时

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最后，社会层面还要进行资源和规范整合。医学生在进行角色转换的过程中需要设

备、人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零散，没有充分发挥其价值服务于医学生角色转换，社会

层面应当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帮助医学生进行角色转换。不同地区中不同医院的医学实习生，他们的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对待医生角色规范的态度也不相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社会

层面通过相关的政策和规范，通过认同性整合、互补性整合和强制性整合等手段作用，使医生角色规范

内化为医学实习生的行为准则，结成一定形式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遵从医生角色规范，扮演好医生角

色[1]。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社会层面的社会组织机构与高校医学院或医院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涉及到

医学实习生时，不能仅以营利为目的而忽视对医学实习生能力的培养，从而影响医学生职业能力发展[10]。
在合作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可以将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救死扶伤、精益求精、尊重患者等精神包含其

中，通过多种活动形式活化职业道德教育，将敬业、专业等职业精神内化其中，外显为合乎医生角色要

求的职业道德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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