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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医学科技的

快速发展，对医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

要对患者的身体疾患进行诊治，还要对患者进行心

理上的关怀。因而，对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

越来越重要，这也为高校的医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挑

战。刘虹等［1］认为医学人文关怀能力是一种能改变

患者生存状况、促进患者健康、提高其满意度和舒

适度的整合性质能力，是医务工作者需要具备的最

重要的一种能力。国内长期存在医患关系紧张问

题，呼吁患者、医务工作者和社会都需要加强彼此

之间的沟通［2］。而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

其素质直接关系着未来社会医疗服务水平的高低，

因此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能力，将医学与人文相融

通，显得尤为重要。

关怀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

的［3］。阅读作为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

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

想，涵养浩然之气［4］，借助阅读来培养医学生的人文

关怀能力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国内对医

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医学生阅读的研究都较多，但

是，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具体哪些方面相

关，还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医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现状与阅读现状展开调查，

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结合研究结果提出通过

阅读改善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针对性建议，从而

为社会培养更优秀的医学毕业生，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一、资料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将江苏省某高校

各专业的医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在线问卷

653份，回收有效问卷 651份，有效回收率 99.69%。

其中男生263人（40.4%），女生388人（59.6%）；四年

制217人（33.3%），五年制258人（39.6%），长学制176
人（27.0%）；一年级 150人（23.0%），二年级 151人

（23.2%），三年级 124 人（19.0%），四年级 124 人

（19.0%），五年级102人（15.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共有三部分内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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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为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学制、年级

等。第二部分为阅读情况自编问卷，包括阅读氛

围、阅读计划性、阅读量、阅读种类、阅读质量、是否

进行阅读交流、希望获得的阅读指导方式等。第三

部分为在人文关怀能力量表国内版本基础上的自

编问卷。国内学者在Nkongho编制的关怀能力量表

的基础上，进行了翻译、检验和修订，形成了人文关

怀能力量表（CAI）的国内版本［5-8］。本研究在国内版

本量表基础上，针对医学生的特点，并征询专家意

见，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形成了最终的问卷量表。

量表总共包含 37个条目，涵盖认知维度、勇气维度

和耐心维度三个维度，量表采用Likert 7级评分，“完

全反对”为 1分，“完全同意”为 7分，总分越高说明

关怀能力越强。

（三）统计学方法

将问卷星导出的调查数据经双人复核无误后，

采用 SPSS 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描述

性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总体情况

陈瑜［9］曾在全国范围内，对来自 7个行政区 25
所高校的 8 574名护理专业大学生进行调查，建立

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的国内常模标准，并确定

CAI得分小于171.55分为人文关怀能力低水平，CAI
得分在171.55~210.53分为人文关怀能力中间水平，

CAI得分大于210.53分为人文关怀能力高水平。

本研究中的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平均得分为

（188.24±24.40）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认知维度得

分最高，勇气维度得分最低。此结果低于崔晓红［5］、

郭红霞［6］、梅露露［7］等的调查结果，高于吴慧怡［8］、戈晓

华［10］等的调查结果。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与国内常模

相比，除认知维度得分高于国内常模，总分及勇气维

度、耐心维度得分均低于国内常模水平（表1）。
表 1 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各维度得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

（分，x ± s）

项目

医学生

国内常模

人数

0651
8 574

认知维度

76.13±12.96
73.22±9.82

勇气维度

54.82±15.18
59.31±10.43

耐心维度

57.29±7.58
58.51±6.17

分别以性别、学制、年级为分组变量，医学生人

文关怀能力和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学生

在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及勇气维度得分上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学制学生在人文关怀能

力总分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

学生在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及勇气维度得分上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二）医学生阅读总体情况

关于周围的阅读氛围，有52.84%的学生认为周

围阅读氛围一般，38.71%认为周围阅读氛围很好，

8.45%认为周围阅读氛围较差。在阅读计划性方

面，大部分学生有阅读计划但执行不到位（43.63%）

或者没计划（39.32%），仅有少部分学生严格执行了

阅读计划（17.05%）。在每月阅读量上，51.15%的学

生每月读一本书或更少，42.86%的学生每月读 2~4
本书，仅有 5.99%的学生每月读书数量在 4 本以

上。学生阅读书籍种类主要集中在专业用书

（67.28%）、文学历史类（45.31%）、娱乐类（44.55%）。

对于阅读的质量，80.65%的学生能记得大概内容，

12.75%的学生读过就忘，仅有 6.61%的学生记得详

细的内容。在阅读心得交流方面，有66.67%的学生

偶尔交流读书心得，18.89%的学生不与他人交流读

书心得，仅有14.44%的学生会经常进行读书心得交

流。对于希望获得的阅读指导方式，大家最希望的

是公众号导读（59.60%），其他依次是群体性的读书

交流活动（48.23%）、专家导读讲座（32.10%）、学校

组织的读书报告会（28.57%），还有学生补充了组建

读书交流小组、录制书籍讲解视频等（表3）。
（三）医学生阅读与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性

分别以学生周围的阅读氛围、学生是否制定阅

读计划、学生的每月读书数量、学生的阅读质量、是

否进行读书心得交流、学生阅读种类丰富程度为分

组变量，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和三个维度得分为因变

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周围的阅

读氛围对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以及三个维度得分有

表 2 不同性别、学制、年级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情况

（分，x ± s）

类别

性别

男

女

t值

学制

四年制

五年制

长学制

F值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F值

人文关怀

能力总分

185.20±25.25
191.27±23.55

-3.093**

185.81±24.11
191.66±23.63
188.38±25.56

-3.453*

191.77±25.57
190.06±22.21
182.06±22.42
189.63±25.3
189.88±25.95

-3.140*

认知维度

75.87±14.28
76.38±11.64

-0.478

75.65±12.66
76.94±12.07
75.71±13.87

-0.760

76.91±12.66
77.66±12.37
75.19±13.38
74.73±11.65
75.86±13.93

-1.235

勇气维度

52.60±15.99
57.04±14.37

-3.621***

53.35±15.37
56.47±14.55
55.78±15.73

-2.653

57.25±13.97
54.42±15.78
49.90±15.65
57.5±13.44
57.26±16.03

-5.908***

耐心维度

56.73±8.54
57.85±6.62
-1.797

56.81±7.65
58.25±6.58
56.89±8.36

2.777

57.61±7.41
57.98±6.63
56.97±7.86
57.4±6.68
56.75±9.08

0.548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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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P<0.05），从阅读氛围较差到氛围很好的

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和三个维度得分基本呈现上升

趋势。是否制定阅读计划对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以

及认知维度、勇气维度有显著影响（P<0.05），对耐心

维度无显著影响（P=0.06），从无阅读计划到严格执

行阅读计划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和认知维度得分

均呈现升高趋势，“严格执行”的勇气维度得分明显

低于“不严格执行”。读书数量的多少对人文关怀

能力总分有显著影响（P<0.01），对其三个维度均无

显著影响（P>0.05），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人文关怀能

力总分基本呈现升高趋势。阅读质量的好坏对人

文关怀能力总分以及三个维度得分均有显著影响

（P<0.05），“部分记得”和“完全记得”的人文关怀能

力总分和三个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读过就忘”。

是否进行读书心得交流对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以及

三个维度得分有显著影响（P<0.05），从“不交流”到

“经常交流”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和三个维度得分

均呈现上升趋势。阅读种类的多少对人文关怀能

力总分以及三个维度得分均有显著影响（P<0.05），

随着阅读种类的增加，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和三个维

度得分基本呈现升高趋势（表4）。
三、讨 论

目前国内学者对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医学生

阅读的研究较多，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也在不断地丰

富和更新，但是对两者的关系，还未有进一步的实

证研究。本文不仅调查分析了江苏省某高校医学

生人文关怀能力现状和阅读现状，还进一步探究了

阅读对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关系。

（一）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总体现状

本次调查中，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平均得分为

（188.24±24.40）分，高于国内学者戈晓华等［10］的研

究结果，可能是因为近几年医学院校加强了医学人

文教育改革和课程思政建设，对医学生人文关怀能

力的培养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与国内常模相比，

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及勇气维度、耐心维度得分均较

低，究其原因，可能与被调查对象的专业有关。本

研究对象为各专业医学生，国内常模主要针对护理

专业学生，其中女生占大多数（92%），耐性和韧性上

优于男生，且护理学生因专业原因，接受的人文关

怀教育和临床实践机会更多，对于其提升人文关怀

能力以及关心自己和他人、处理未知情况的能力更

有利。本研究中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认知维度高

于国内常模，说明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开设的专业课

和通识类课程中有效融入了人文关怀的相关概念，

使学生加深了对人文关怀能力的认知，该校在全校

范围内长期坚持开展的读书报告会、阅读分享会、

校园读书月等活动，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自己和他

人以及周围环境的认知能力。但与国内常模的差

异，也提示我们在今后的医学生培养中，不仅要传

授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还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人

文关怀能力的培养。

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体现性别、学制、年级的

差异。女生人文关怀能力总分显著高于男生（P<
0.001），各维度得分中仅勇气维度得分低于男生（P<
0.01），表明女生人文关怀能力总体比男生好，且主

动关心自己、他人及处理未知情况的能力比男生

强，符合女生心思细腻，更能关心他人、体悟他人感

受的特点。在对自己和他人以及周围环境的了解

程度、处事的耐性和韧性上，男女生并没有显著的

差别，说明高校的人文关怀教育起到了效果。五年

表 3 医学生的阅读情况 （n=651）
阅读情况

阅读氛围

很好

一般

较差

读书计划

严格执行

不严格执行

无计划

每月阅读量

1本及以下

2~4本
4本以上

阅读种类

专业用书

文学历史类

艺术类

娱乐类

哲学社会科学类

应用技术类

科普类

其他

阅读质量

读过就忘

部分记得

完全记得

读书心得交流

经常交流

偶尔交流

不交流

希望获得的阅读指导

专家导读讲座

学校组织读书报告会

群体性读书交流活动

公众号导读

其他

频数

252
344
55

111
284
256

333
279
39

438
295
177
290
130
52

152
20

83
525
43

94
434
123

209
186
314
388
31

构成比（%）

38.71
52.84
08.45

17.05
43.63
39.32

51.15
42.86
05.99

67.28
45.31
27.19
44.55
19.97
07.99
23.35
03.07

12.75
80.65
06.61

14.44
66.67
18.89

32.10
28.57
48.23
59.60
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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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学生勇气维度得分高于四年制学生，可能是因为

虽然两者教育层次相同，但是由于专业学习时间的

差距，学生总体的素质、自主学习的能力、班级的氛

围、毕业后面对的工作对象都不同，学生主动关心

自己和他人、处理未知情况的能力出现差别。低年

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总分较高，三年级最低，高年

级又趋于上升，可能是因为低年级开设通识类课

程，能接触到更多的人文知识，对人文关怀能力的

提高有帮助，三年级学习的主要是专业类课程，缺

乏相关人文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因为进行见习、实

习，有更多机会在临床实践中感悟人文精神，培养

了其人文关怀能力。勇气维度得分也出现低年级

学生得分较高，三年级得分最低，高年级又趋于上

升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低年级刚入学，面对新的环

境，敢想敢做，很多未知情况都需要自己进行处理，

为了融入新环境，也会主动关心他人。而高年级因

为见习和实习接触临床，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在实践的过程中，应变能力更强，掌握的知识和技

能也更加扎实，处事也更加果断，所以勇气维度得

分比较高。

（二）医学生阅读有待加强

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是激发阅读兴趣、培

养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水平的重要前提和手段，然

而，本研究显示，医学生阅读氛围还较缺乏，且学生

获得的阅读指导不够，这不利于医学生积极、高效

地学习各学科的知识，并进行有效的融合实践，不

利于其形成优秀的人文素养和优良的品格。

阅读内容积极向上，但存在浅阅读倾向。学生

选择阅读的书籍种类前三为“专业用书”“文学历史

类”“娱乐类”，显示医学生既希望通过阅读追求知

识、消除思想困惑、提高个人修养，也希望能释放学

习压力，这无疑是积极的一面。但学生在回答“是

阅读情况

阅读氛围

很好

一般

较差

F值

读书计划

严格执行

不严格执行

无计划

F值

每月阅读量

1本及以上

2~4本
4本以上

F值

阅读质量

读过就忘

部分记得

完全记得

F值

读书心得交流

经常交流

偶尔交流

不交流

F值

阅读种类数量

1
2
3
4种及以上

F值

人文关怀能力总分

194.37±24.90
187.18±22.46
173.67±26.35
018.860***

191.50±26.97
190.87±22.82
185.38±24.66

04.251*

185.99±24.73
191.95±23.62
190.56±24.98

0 4.676**

173.77±22.81
191.26±23.41
188.14±29.16
019.440***

195.59±25.12
190.02±23.06
179.41±26.05
013.780***

180.61±24.79
190.80±23.67
191.72±23.67
193.27±23.92
008.731***

表 4 医学生阅读与人文关怀能力的关系 （x ± s）

认知维度

80.31±12.13
74.09±11.48
70.29±17.27
025.460***

81.41±13.62
76.38±11.20
73.68±13.34
14.850***

75.19±13.74
77.13±11.50
77.85±12.43

2.113

72.35±16.98
76.76±11.71
76.42±14.70

4.333*

83.33±12.29
76.04±11.41
71.20±15.05
025.960***

73.79±15.30
75.94±11.55
77.75±11.67
78.34±12.09

3.635*

勇气维度

55.00±17.29
56.29±13.39
49.84±14.53

4.374*

51.74±19.34
56.71±13.64
55.14±14.58

4.330*

53.97±15.56
56.80±14.22
54.97±17.95

2.647

47.60±16.52
56.44±14.58
55.35±15.92
012.570***

52.61±19.83
56.37±14.30
53.28±13.78

3.664*

51.04±16.23
57.21±13.36
56.06±15.24
56.21±16.44

5.905***

耐心维度

59.06±7.06
56.80±6.67

053.55±11.31
15.240***

58.36±7.84
57.77±6.69
56.57±8.05

2.883

56.83±8.08
58.03±6.68
57.74±7.32

1.975

53.82±10.27
58.05±6.58
56.37±9.26
12.330***

59.65±7.02
57.61±6.72
54.93±9.47
11.530***

55.78±9.53
57.66±6.75
57.92±6.63
58.73±5.93

3.909**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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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进行读书心得交流”的问题时，绝大多数只表示

“偶尔交流”或是“交流”，由此可见，医学生阅读的

广度和深度都需要拓展，浅阅读的现象亟须改善。

高校应该给予学生相应的指导，促使其拓宽阅读领

域，并学会在思考中进行深度阅读，以此让阅读的

育人作用发挥得更好。

阅读边缘化，且缺乏严格的计划。问卷结果显

示，绝大多数医学生没有制定阅读计划或有计划但

执行不到位，且学生的每月阅读量普遍不够，多数

学生每月只读一本书或更少，阅读质量也堪忧，绝

大多数学生只能记得阅读的大概内容或者读过就

忘。这表明，医学生普遍不够重视阅读，在阅读上

缺乏主动性、积极性，缺乏合理的阅读计划。我们

认为，阅读在医学生学习生活中被边缘化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形成

与发展。

（三）医学生阅读对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

人文关怀能力的有效提升，需要后天的教育引

导和实践积累［11］，而阅读起到的作用就是通过积累

人文相关知识，并进行吸收内化，从而培养塑造人

文素养［12］。本研究结果显示，阅读氛围的好坏影响

医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随着阅读氛围的提高，人

文关怀能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严格执行读书计

划者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高于无读书计划者，说明

制定读书计划并严格执行，有利于提高人文关怀能

力。不同阅读量的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且阅读量越大，人文关怀能力得

分越高。阅读的质量很重要，“部分记得”和“完全记

得”比“读过就忘”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高。是否

进行读书心得交流影响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经

常交流者比不交流者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高，这也说

明经常性的读书心得交流非常必要。阅读种类越丰

富，人文关怀能力越高，拓宽阅读的广度，有利于学生

人文关怀能力的提高。

四、建 议

（一）提升阅读认知，增强阅读兴趣

对阅读进行正确认知并有积极的兴趣，是开展

主动阅读的前提条件。高校要根据不同性别、学

制、年级、专业医学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阅读

认知教育。阅读认知教育要结合医学生实际，注重

理论教育和榜样引领相结合，可邀请名医大师、知

名学者讲述自身阅读经历和经验，让医学生真正认

识到阅读对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形成正确的阅

读认知。另外，高校可以每学期为不同性别、学制、

年级、专业的医学生提供一份“推荐阅读书目”，还

可以结合医学生的思想和学习实际，开展书评、影

评等，让他们走进作者生平，赏析经典作品，提升阅

读品味，激发他们潜在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需求，提

高其人文修养。

（二）丰富阅读形式，营造校园阅读氛围

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

育［13］。大学应该重视从整体上定位并不断提升本

校的文化品位与特性，以氛围育人来强化大学生的

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14］。要借助高校学生社团，开

展贴合学生实际、大家喜闻乐见的阅读活动，如名

医好书推荐、知名作家面对面、阅读征文、读书报告

会、好书分享、阅读存折、最美朗读者评比等，开阔

医学生的视野，促进他们各方面的发展，在全校范

围内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另外，可以在校园内

打造触手可及、肉眼可见、“感知兼分享”的阅读文

化空间，如校园“读书角”“朗读亭”“书吧”“流动书

架”等，为医学生阅读材料的选择拓展更多的空

间。通过丰富阅读的形式，为医学生营造随处可

见、随手可得、随时可读的阅读场景，让阅读融入

医学生的日常，让学生在阅读的同时，领略文化之

美、自然之美、职业之美和生活之美，对医学生阅

读习惯的培养、人文素养的提升起到润物细无声

的作用。

（三）提高馆藏图书质量，拓展阅读领域

高校图书馆要加强对馆藏图书资源的建设，拓

展图书覆盖领域，提高藏书质量，各类别书目要明

确分类、方便查找，除纸质书外，增加电子图书的选

择，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阅读需求。当校园中形成

“好读书、读好书，多读书、善读书”的风尚，大家的

阅读意识、阅读热情被激发之后，“应该读什么”以

及“应该怎么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医学生

专业学习任务重、课余时间少、求知欲望强，高校要

针对这些特点，利用图书馆大屏或者公众号进行各

类别优秀书籍的推荐阅读，对书籍的主要内容进行

介绍，或邀请名师进行书籍内容讲述，引导学生品

味书籍、积累阅读、开阔视野，形成医学生阅读的良

性循环，有利于医学生有效融合各学科的知识，有

利于其人文关怀能力的提升。

（四）创建交流平台，推进互动式阅读

阅读交流是阅读者对书籍的理解转变成语言

信息输出的过程。对读者而言，经常性的阅读交流

能促进其对书籍的深层次思考、梳理归纳，形成独

具个人特色的观点看法，是阅读的加油站，对保持

其阅读积极性大有益处。可以通过开设阅读选修

课，成立阅读讨论小组、阅读协会、阅读小站，开展

读书沙龙、读书交流会、读书辩论赛、读书论坛等多

种形式的读书交流活动，为医学生阅读交流提供条

件。让学生在交流反馈的过程中，深化阅读心得，

进行思想碰撞，升华阅读成果，提高彼此的阅读水

平，达到阅读的真正目的，在交流过程中，也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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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彼此间的联系，让学生学会更好地与人和谐相

处、关怀他人。

（五）进行阅读方法指导，提高阅读质量

要对医学生的阅读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其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比如合理安排阅读时间，制定

阅读计划，完成阅读计划，阅读中善于思考，阅读后

能学以致用等，对医学生阅读的过程进行优化。要

引导医学生从“无字句处读书”，把读书和实践结合

起来，杜绝“死读书、读死书”现象，让学生在社会实

践中学以致用，将阅读所得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做

到“观无字书，识有字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升华阅读感受。另外，也要尊

重个体的独特，培养医学生进行欣赏性阅读、探究

性阅读、创造性阅读的能力，让他们带着问题去读，

边读边议、释疑解难、力求创新，逐步提高阅读能力

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拓展思维，提高阅读质量，让阅

读发挥更大的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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