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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青岛大学在校医学生的职业认同现状，探讨提升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培养对策。方法：采

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青岛大学临床医学及医学影像专业16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 26.0软件

对调查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医学生职业认同总体得分为3.82 ± 0.53。此外，

分别从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承诺，职业行为，职业环境，职业期望，职业价值观维度综合分析职

业认同现状；每个维度得分都在3分以上，以职业价值观得分最高(4.10 ± 0.69)，以职业认知得分最低

(3.55 ± 0.56)。在不同年级组的医学生中，职业认同总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而且在除

职业行为外的各个维度上这种统计学意义仍然存在(P < 0.001)。更重要的是，医学生职业认同各个维度

(除职业行为)及总体得分都随年级增长而逐步下降。在医学影像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的两大群体中，除

职业行为外，其他各维度都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性(P < 0.05)，影像专业医学生得分均高于临床医学专业医

学生。此外，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职业行为得分方面存在差异(P = 0.027)，是否为独生子女在职业期望

得分方面存在差异(P = 0.036)，而性别则在职业认知(P = 0.040)、职业行为(P = 0.001)、职业期望(P = 
0.014)三个维度上都表现出显著差异。结论：医学生职业认同水平有待提高，应实施教学改革，加强职

业规划和人文教育，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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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tatus quo of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Qingdao university, and to explore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
naire survey among 163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medical imaging in Qingdao 
University.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
riance with SPSS 26.0 software. Result: The overall score of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3.82 ± 0.53. In addi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even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cognition, professional emoti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professional behavior,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professional expectation and professional values. The scores of all di-
mensions were more than 3 points, among which the score of occupational values was the highest 
(4.10 ± 0.69) and the score of occupational cognition was the lowest (3.55 ± 0.56).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01) in the total scor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among different grades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difference still existed in all dimensions except occupational behavior 
(P < 0.001). More importantly,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all dimensions (ex-
cept professional behavior) and the overall score de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grade. In the two 
groups of medical imaging specialty and 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all dimensions except occupational behavior (P < 0.05). The scores of medical imaging 
special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Moreover, whether to serve as a 
student cadre has a difference in professional behavior score (P = 0.027), whether to be an only 
child has a difference in professional expectation score (P = 0.036), while gender showed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three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cognition (P = 0.040), professional behavior (P 
= 0.001), and professional expectation (P = 0.014).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
cal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 Teaching reform should be implemented, career planning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should be improve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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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用特定的工作条件来刻画一个职业团体特征的心理变量，即人在生活、

学习交往中形成的对某种具体职业的认识和评价[1]。医学生作为业医者的后备军，是建设推进我国卫生事

业不断健康发展的主干力量，他们对医生职业的认同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医学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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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水平对其学习热情和未来职业发展动力均有重要影响，甚至直接关系到健康中国的建设及医疗卫生事

业的长足发展[2]。然而，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压力，复杂的医疗环境，付出和收入的不匹配，近年来频

发的伤医事件及不良的社会舆论，导致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教育现状在整体上不容乐观。本文旨在进一步了

解医学生在当前严峻的医疗形势下的职业态度，结合调查结果，分析医学生职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为

医学院校开展职业教育、提升医学生职业认同指明方向，为医学生创造良好环境提供策略指导。 

2. 资料来源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调问卷的方法，在青岛大学及青岛市市立医院随机发放调查问卷，样本涵盖临床医学及医学影

像专业的各年级医学生，共发放 180 份，收回问卷 180 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为 163 份，有

效率为 90.56% (参与者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类别 水平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2 31.90 

女 111 68.10 

年级 

低 83 50.92 

中 51 31.29 

高 29 17.79 

专业 
临床医学 83 50.92 

影像医学 80 49.08 

独生子女 
是 69 42.33 

否 94 57.67 

学生干部 
是 47 28.83 

否 116 71.17 

高考志愿 
第一志愿 124 76.07 

调剂志愿 39 23.93 

亲属中有无从医人员 

直系亲属 12 7.36 

其他亲属 66 40.49 

无 85 52.15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查阅及分析 
查阅大量文献考察本课题的可行性[3]，目前，国外医学生职业认同调查多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主要

关注其形成过程，以及积极的同病人接触或者实习实践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4] [5] [6]，而国内研究

以横断面分析为主，大多通过量表对医学生的职业认同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由此我们确定医学生职业认

同的结构要素，并积极与各级医生、老师及医学生交流，收集相关意见及建议，参照文献，自编职业认

同量表，并通过预调查保证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α = 0.953)与效度(KMO =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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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法是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或征询意见的调查方法。具有

操作简单，不受时空控制的优点。我们自行设计了职业认同量表，内容包括参与者的基本情况和职业认同

评价两部分。基本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年级、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干部及高考志愿等个

人信息；职业认同评价共 50 个条目，具体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承诺、职业行为、职业环境、职

业期望、职业价值观 7 个维度。所有题目均采用 5 点计分，每个条目的回答包括很不符合、较不符合、基

本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得分赋值分别为 1~5 分，分数越高说明职业认同越高。其中四题为反向计

分题目。比如：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不会做医生。对于其中反面的描述采用负向计分的方法。 

2.2.3. 统计分析 
通过 SPSS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答题者的职业认同各维度基本情况采用均数±标准差来描述；对

于性别、学生干部等两个变量因素的差异性检验，采用 t 检验分析；对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等两个以

上变量的差异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本研究认为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医学生职业认同概况 

如表 2 所示，医学生职业认同总体得分为 3.82 分，说明当今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处于中上水平，但没

有达到比较认同(4 分)及以上的水平，这提示我们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仍亟待提高。职业认同的七个维度平

均得分如下：职业认知 3.55，职业情感 3.90，职业承诺 4.03，职业行为 3.72，职业环境 3.78，职业期望 3.59，
职业价值观 4.10。各个维度得分均在 3 分以上，其中以职业价值观得分最高，职业认知得分较低。 
 

Table 2. All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s of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fy 
表 2. 医学生职业认同各维度及总分情况 

维度 得分( x s± ) 

职业认知 3.55 ± 0.56 

职业情感 3.90 ± 0.73 

职业承诺 4.03 ± 0.86 

职业行为 3.72 ± 0.66 

职业环境 3.78 ± 0.46 

职业期望 3.59 ± 0.72 

职业价值观 4.10 ± 0.69 

职业认同总体得分 3.82 ± 0.53 

3.2. 医学生基本情况比较 

关于医学生基本情况的比较，我们着重统计了以下几个方面：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担任学生干

部，所学专业是否是高考第一志愿和家庭中是否有亲属学医。其中，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在医学生职业行为得

分方面有显著差异(P = 0.027)，担任学生干部的医学生职业行为得分( x s± )为 3.90 ± 0.69，非学生干部本维

度得分( x s± )为3.65 ± 0.63。独生子女的职业期望得分为3.46 ± 0.77，而非独生子女职业期望得分3.69 ± 0.66，
两者差异也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36)。此外，性别在职业认知(P = 0.040)、职业行为(P = 0.001)、职业期

望(P = 0.014)三个维度上都表现出显著差异，男生均表现出更大优势。然而，所学专业是否是高考第一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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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中是否有亲属学医对医学生职业认同各维度及总体得分均无明显影响(P > 0.05)，具体见表 3~7。 
 
Table 3.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piration 
表 3.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高考志愿差异情况 

分类 第一志愿 调剂志愿 t 值 P 值 

例数 124 39   

职业认知 3.53 ± 0.55 3.62 ± 0.61 −0.931 0.353 

职业情感 3.87 ± 0.74 3.97 ± 0.69 −0.721 0.472 

职业承诺 4.03 ± 0.87 4.01 ± 0.83 0.176 0.861 

职业行为 3.68 ± 0.69 3.83 ± 0.53 −1.347 0.182 

职业环境 3.79 ± 0.46 3.76 ± 0.46 0.392 0.695 

职业期望 3.58 ± 0.73 3.64 ± 0.70 −0.427 0.670 

职业价值观 4.07 ± 0.71 4.20 ± 0.63 −1.041 0.299 

职业认同总分 3.80 ± 0.54 3.87 ± 0.47 −0.781 0.436 

 
Table 4.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family environments 
表 4.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不同家庭环境差异情况 

分类 无人学医 亲戚学医 直系亲属学医 F 值 P 值 

例数 85 66 12   

职业认知 3.46 ± 0.53 3.6 ± 0.57 3.79 ± 0.66 2.638 0.075 

职业情感 3.78 ± 0.74 4.0 ± 0.68 3.88 ± 0.77 2.456 0.089 

职业承诺 3.92 ± 0.86 4.1 ± 0.83 3.92 ± 0.94 1.796 0.169 

职业行为 3.61 ± 0.60 3.8 ± 0.72 3.69 ± 0.51 2.908 0.057 

职业环境 3.75 ± 0.44 3.8 ± 0.50 3.71 ± 0.35 0.752 0.473 

职业期望 3.52 ± 0.64 3.7 ± 0.79 3.50 ± 0.81 1.327 0.268 

职业价值观 4.02 ± 0.66 4.2 ± 0.68 4.02 ± 0.86 1.887 0.155 

职业认同总分 3.73 ± 0.48 3.9 ± 0.56 3.79 ± 0.59 2.699 0.070 

 
Table 5.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whether they are students cadres 
表 5.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是否为学生干部差异情况 

分类 学生干部 非学生干部 t 值 P 值 

例数 47 116   

职业认知 3.61 ± 0.64 3.52 ± 0.53 0.885 0.378 

职业情感 4.06 ± 0.75 3.83 ± 0.71 1.812 0.072 

职业承诺 4.03 ± 0.90 4.03 ± 0.85 −0.010 0.992 

职业行为 3.90 ± 0.69 3.65 ± 0.63 2.233 0.027 

职业环境 3.83 ± 0.42 3.77 ± 0.47 0.758 0.449 

职业期望 3.67 ± 0.81 3.56 ± 0.68 0.904 0.368 

职业价值观 4.11 ± 0.78 4.10 ± 0.65 0.071 0.943 

职业认同总分 3.89 ± 0.58 3.78 ± 0.50 1.196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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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only child 
表 6.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是否为独生子女差异情况 

分类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值 P 值 

例数 69 94   

职业认知 3.64 ± 0.62 3.48 ± 0.51 1.841 0.068 

职业情感 3.84 ± 0.80 3.94 ± 0.67 −0.834 0.405 

职业承诺 3.87 ± 1.01 4.14 ± 0.72 −1.884 0.062 

职业行为 3.67 ± 0.72 3.75 ± 0.60 −0.739 0.461 

职业环境 3.72 ± 0.44 3.83 ± 0.47 −1.618 0.108 

职业期望 3.46 ± 0.77 3.69 ± 0.66 −2.116 0.036 

职业价值观 3.98 ± 0.75 4.19 ± 0.63 −1.919 0.057 

职业价值总分 3.76 ± 0.59 3.86 ± 0.47 −1.321 0.189 

 
Table 7.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gender 
表 7.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不同性别差异情况 

分类 男 女 t 值 P 值 

例数 52 111   

职业认知 3.68 ± 0.51 3.49 ± 0.58 −2.066 0.040 

职业情感 3.99 ± 0.75 3.85 ± 0.71 −1.144 0.254 

职业承诺 4.04 ± 0.77 4.02 ± 0.90 −0.158 0.874 

职业行为 3.97 ± 0.60 3.60 ± 0.65 −3.447 0.001 

职业环境 3.79 ± 0.43 3.78 ± 0.48 −0.032 0.974 

职业期望 3.80 ± 0.61 3.50 ± 0.74 −2.491 0.014 

职业价值观 4.18 ± 0.64 4.07 ± 0.71 −0.994 0.322 

职业认同总分 3.92 ± 0.49 3.76 ± 0.53 −1.899 0.059 

3.3. 不同年级医学生职业认同比较 

在本研究中，将本科一年级至三年级归类为低年级组，将本科四年级至五年级归为中年级组，研究

生及以上归为高年级组。由表 8 可见，不同年级组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总分具有显著差异(P < 0.001)，并且

在除职业行为外的各个维度上这种差异仍然存在(P < 0.001)。更重要的是，医学生职业认同各个维度(除
职业行为)及总体得分都随年级增长而逐步下降。具体来说，低年级组职业认知得分为 3.66 ± 0.58，中年

级组为 3.47 ± 0.56，高年级组为 3.37 ± 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23)；低年级组职业情感得分为 4.12 
± 0.64，中年级组为 3.76 ± 0.76，高年级组为 3.50 ± 0.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低年级组职业承

诺得分为 4.32 ± 0.68，中年级组为 3.82 ± 0.94，高年级组为 3.56 ± 0.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低年级组职业环境得分为 3.91 ± 0.46，中年级组为 3.68 ± 0.41，高年级组为 3.60 ± 0.43，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01)；低年级组职业期望得分为 3.87 ± 0.60，中年级组为 3.40 ± 0.70，高年级组为 3.13 ± 0.7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低年级组职业价值观得分为 4.29 ± 0.58，中年级组为 4.00 ± 0.74，高年级

组为 3.73 ± 0.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低年级组职业认同总分为 4.00 ± 0.55，中年级组为 3.69 ± 
0.55，3.52 ± 0.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众所周知，低年级组主要以医学基础课程为主，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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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开始在临床见习实习，高年级组开始正式参加规培。由此可见，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真正接触患者

时职业认同跌至最低水平。 
 
Table 8.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grades 
表 8.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不同年级差异情况 

分类 低年级组 中年级组 高年级组 F 值 P 值 

例数 83 51 29   

职业认知 3.66 ± 0.58 3.47 ± 0.56 3.37 ± 0.45 3.841 0.023 

职业情感 4.12 ± 0.64 3.76 ± 0.76 3.50 ± 0.68 9.989 <0.001 

职业承诺 4.32 ± 0.68 3.82 ± 0.94 3.56 ± 0.91 11.739 <0.001 

职业行为 3.83 ± 0.65 3.59 ± 0.62 3.61 ± 0.70 2.618 0.076 

职业环境 3.91 ± 0.46 3.68 ± 0.41 3.60 ± 0.43 7.550 0.001 

职业期望 3.87 ± 0.60 3.40 ± 0.70 3.13 ± 0.72 17.098 <0.001 

职业价值观 4.29 ± 0.58 4.00 ± 0.74 3.73 ± 0.72 8.300 <0.001 

职业认同总分 4.00 ± 0.55 3.69 ± 0.55 3.52 ± 0.51 12.343 <0.001 

3.4. 不同专业医学生职业认同比较 

本研究中，主要在临床医学及影像医学两个专业中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临床医学及影像

医学两组中，除职业行为外，其他各维度都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性(P < 0.05)，影像专业医学生得分均高于

临床医学专业医学生，具体见表 9。 
 
Table 9.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majors 
表 9. 医学生职业认同与不同专业差异情况 

分类 临床医学 影像医学 t 值 P 值 

例数 83 80   

职业认知 3.46 ± 0.53 3.64 ± 0.59 −2.054 0.042 

职业情感 3.67 ± 0.75 4.13 ± 0.63 −4.243 0.000 

职业承诺 3.77 ± 0.95 4.29 ± 0.67 −4.026 0.000 

职业行为 3.62 ± 0.68 3.82 ± 0.62 −1.953 0.052 

职业环境 3.69 ± 0.45 3.89 ± 0.45 −2.824 0.005 

职业期望 3.36 ± 0.75 3.84 ± 0.59 −4.532 0.000 

职业价值观 3.93 ± 0.74 4.28 ± 0.58 −3.421 0.001 

职业认同总分 3.66 ± 0.55 3.98 ± 0.44 −4.113 0.000 

4. 讨论 

个人职业发展需要职业认同作为起点，在我们个人生涯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同样也是生涯成功的

动力基础。医学生是医疗队伍的储备力量，成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医学

生个体、医学教育工作人员、医疗政策法规制定人员、病患等群体来说，医学生的职业认同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这些群体的职业认同如何，对社会的安定、医生的发展、国民的健康都具有重要影响。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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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即将从事的职业有高度的认同，才能全身心投入到专业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

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本次调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水平总体呈中上水平；学生干部

在职业行为维度上得分明显高于非学生干部；非独生子女职业期望得分高于独生子女；男生在职业行为、

职业期望方面表现出更大优势；影像专业学生在职业认同的多个维度中都处于优势低位；随着年级增长、

临床实践增多，医学生职业认同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具体来说，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学生干部都表现出了一致的优势性[7] [8]，学生干部共有的活泼开

朗、勇敢自信、积极挑战、迎难而上的人格魅力令他们本身在职业行为方面就更加出彩。此外，担任学

生干部的经历也会让其综合素质不断得到锻炼，形成严格律己的品质。非独生子女由于兄弟姐妹之间的

相互监督与鼓励，可能会有更高的职业期望。至于在女生数量相对较多的医科院校，女生反而并没有表

现出更高的职业认同，考虑可能与男性性别优势论有关，尤其是部分科室节奏快、压力大，存在辐射风

险，因此对体力及心理素质有较苛刻的要求。由于不同医学生基本情况所带来的差异我们无法避免，因

此下面我们着重就不同专业及不同年级间职业认同的差异现状，来详细揭示就医学教育而言可能存在的

问题。 
不同年级医学生在职业认同各个维度和总分上均差异显著，低年级组职业认同得分相对较高，随着

年级增长，得分逐步下降，在高年级组降到最低点。有研究显示[9]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低年级组刚进入大

学不久，对未来职业充满期待，加上课时相对较少，压力小，因而职业认同分值最高；中年级阶段开始，

课时大幅度增加，专业课程比例增多，学习压力增加，但刚开始接触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因

而职业认同略有下降；到了高年级阶段，医学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科室轮转，对临床工作有了深入认识，

面对繁杂的临床工作，需要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高度的责任心和耐心，再加上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矛

盾纠纷增多，频发暴力伤医等恶性事件，一系列长周期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导致医学生在这一阶段的职

业认同水平跌至谷底。 
此外，相对于临床专业，影像专业医学生的工作压力相对较小、接触患者的机会较少可能是其职业

认同得分较高的原因。有趣的是，尽管医学生的总体职业认同水平一般，但是在职业认同的六个维度中，

职业价值观得分最高，这充分说明大多数的医学生都能够遵从本心，认同医学这一职业本身的价值，希

望自己能在医生这个职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但目前医疗环境的复杂性导致最终职业认

同总分并不理想，这也提示我们加强医学生的人文思想教育刻不容缓。 
总而言之，职业认同对于未来职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较高的职业认同能够促进其学业和职

业的不断发展[10]，为成为一名社会所认可的优秀医生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然而，目前医学生的职业认

同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行业以及高校教育的期望。针对当前医生这一职业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环

境，特别是频发的恶性暴力伤医事件，如何引导医学生公平客观的看待事件本身，加强医患沟通及交流，

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提高职业道德精神成为高校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也离不开社会媒体、政府及广大

群众的帮助和支持。 
首先，各高校应促进医学教育改革，加强人文课程教育。一方面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知，引导医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指导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使得医学生在学习阶段就能够确立明确的的目标

和长远的发展规划[11] [12]；另一方面，应关注医学生的心理健康，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医学心理学

及伦理学、医患沟通等教学模式创新，切实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增加学生的职业自豪高，强化学

生服务及奉献理念，引导学生积极投身医疗事业发展。 
其次，强化临床实践教学，完善教育评估。临床实践阶段不仅是医学生由学生转变为医生的过渡阶

段，在医学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更是医学生职业认同形成的关键期，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干

预显得尤为重要。应尽量让医学生早接触临床，增加学生对职业的深入了解。而临床教师作为领路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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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的成长起到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应加强对教师团队的在职培训，完善教育评估，及时发

现和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切实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关怀，及时发现和化解学生在实践中产生的负面情绪，指导学生对医生职

业形成正面的看法和内在追求[13] [14]。 
最后，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提升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面对频发的暴力伤医实践，政府职能部门

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引导社会尊医爱医。媒体也应搭建起促进医患

有效沟通的桥梁，恪守职业准则，公平客观报道医患纠纷事件，促进医患双方积极沟通交流，营造和谐

健康医疗环境。此外，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提升更不离开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并肩

作战的挚友，而并不是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双方应该联手一起消除病患。作为医生应该考虑患者的感

受及需求，而作为患者应信任医生，理解医生的辛苦，从而沟通构建和谐医疗关系。 
通过本调查，我们发现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还有待提高。切实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水平是一件任

重道远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不懈的共同努力，医学生的专业坚持和职业认同才能达到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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