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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现实迫切性空前凸显［1］，医学生的培养也应

为适应这一人口变化趋势做好准备。然而，已有研

究表明，年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2］。对老

年人常见的刻板印象包括认为他们是无用的，是社

会的负担。对老年患者的常见刻板印象包括认为

病情是慢性的，无法治疗的，最终会自然衰退，老年

人健康素养低下难以沟通等［3］。一方面年龄歧视的

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有负面影

响；另一方面医务人员的消极态度还可能影响他们

为病患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医疗保健中的年龄

歧视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体现在医护人员对老年

人健康状况的评估、治疗决策等环节中，包括过度

治疗和治疗不足等［4］。因此了解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对老年人的态度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已有文献测

评了护士、医生群体对老年人的态度，并开发了老

年人态度测评量表［5］。医学生是未来医疗服务的提

供者，本科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阶段。了解这一群体对老年患者的态度，将

有助于及时调整教育教学策略。既往研究在人口学

特征、具体课程对老年人态度的影响等方面探索［6］，

未见将医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与医患沟通、职业精

神等其他素养和品质联合起来的考察。我们假设

某些核心理念、品质的培养是相通的，将对个体发

展起到协同影响的效果。我国既往研究对护生人

群及高年级学生关注较多，但医生将来也需服务于

老年人群，了解态度在医学生不同教育教学阶段的

动态变化，有助于剖析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关键培养

路径。因此，本研究以本科二年级医学生为研究对

象，旨在了解低年级医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现况，

同时探索医学生的医患沟通倾向、职业精神、对公

共卫生和人文社科类课程态度等因素对老年人态

度的影响，以期为培养“对老年人友好”的未来医生

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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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低年级医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对安徽省三所医学院校二年级医

学本科生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对老年人的态度、医患沟通倾向、职业精神、对相

关课程的评价等。结果显示，医学生对老年人态度量表的总评分为（3.32±0.43）分，态度量表的

四个维度中为老年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得分最低。女性、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倾向、良好的职业

精神，均对老年人态度有正向影响，提示对医学生紧扣职业精神塑造、提高医患沟通技巧，将对

老年人积极态度起到联动推动作用。医学院校应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增强大健康人文类课程

的吸引力，同时也应关注隐性课程的影响，提升医学生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提高其从事老年医

疗服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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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 3所本科医学院校，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二年级医学生进行调查。问卷

有统一的指导语，医学生在充分了解研究意义后匿

名填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50份，回收有效问

卷384份，有效回收率为85.33%。

（二）研究工具

一般背景信息包括性别、生源地、政治面貌等

社会人口学资料。

1. 老年人态度测量工具

采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老年态度量表（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Geriatric attitude
scale，UCLA⁃GAS）［7］，该量表共14个条目4个维度，

包括对老年人的同情、对老年人社会资源的使用态

度、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态度和对老年人社会价

值的态度 4个方面。采用 Likert 5等级评分法，从

“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为1~5分，3分表示中性

反应，负向条目调整计算后，较高分数表明对老年

人持积极态度。该量表适用于教育和培训阶段的

医学生人群，中文版也显示了较好的信效度［8］。本

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51。
2. 医患沟通倾向量表

采用中文版医患关系导向量表（Chinese⁃revised
patient⁃practitioner orientation scale，CR⁃PPOS）［9］，共

包含 11 个题目和 2 个维度（关心维度和分享维

度）。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 1~6分，调整反向评分

后，总分越高越偏向于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9。
3. 医学生职业精神评价量表

李亚平等［10］在综合分析“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

要求”（GMER）的基础上编制“医学生职业精神评

价量表”。该量表共计29个条目，涵盖7个维度，分

别是利他主义，荣誉感与正直，仁爱之心和善于交

流，尊重他人，尽职尽责，追求卓越和精益求精，领

导能力。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 1~5分。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7。
4. 对相关课程的态度

医学生对相关课程设置的态度共包括 5个题

目，分别是医学生对群体健康、健康促进、医患沟

通、社会因素与健康、卫生体系相关课程需要程度

的评估。该问卷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 1~5分。分数高表明

医学生认为需要开设大健康、人文社科类课程。本

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

（三）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6.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次共调查二年级临床医学生 384人，具体人

口学信息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n=384）

自变量/类别

性别

生源地

政治面貌

男

女

城市

县城

农村

群众

共青团员

人数

191
193
110
83

191
51

333

比例（%）

49.7
50.3
28.6
21.6
49.7
13.3
86.7

（二）调查对象对老年人态度得分、多维度分析

及其他变量得分

受访者对老年人态度的总量表平均分为（3.32±
0.43）分，中位数为3.31分。对老年人的同情、老年人

社会资源使用、为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老年人社会

价值态度等4个维度得分分别为（3.65±0.53）、（3.31±
0.50）、（2.97±0.61）和（3.36±0.73）分。4个维度的平均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2.592，P＜0.001），其中对

老年患者的同情维度得分［（3.65±0.53）分］最高，而对

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态度得分［（2.97±0.61）分］最低

（表2）。医患沟通倾向、医学生职业精神、对健康人文

类课程态度评分见表3。沟通倾向中，分享维度得分

较低；职业精神评分中，利他主义维度得分较低。

（三）调查对象对老年人态度与三类变量的相

关性分析

医学生对老年人态度的总量表评分与医患沟

通倾向、医学职业精神、对健康人文社科类课程的

态度均呈正相关（P＜0.01）。各维度中，同情和资源

维度与医学职业精神、对健康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态

度呈正相关（P＜0.05）；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态

度、对老年人社会价值和社会资源使用态度与医患

沟通倾向存在正相关（P＜0.01，表4）。
（四）调查对象对老年人态度的多因素分析

以总量表评分中位数 3.31分对老年人态度进

行划分，高于中位数定义为对老年人态度好，低于

中位数定义为对老年人态度差。以医学生对老年

人的态度（差=0，好=1）为因变量，以性别、生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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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面貌、医患沟通倾向、医学职业精神、对大健康

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态度为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医学生对老年人态度的影响因素。模型

的似然比统计量为 461.179，模型检验χ2=71.064，P<
0.001，伪判决定系数为 0.169。结果显示，女性、以

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倾向、良好的医学职业精

神，均对老年人态度有正向影响（表5）。
三、讨 论

（一）应重视医学生老年人态度的塑造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态度与今后对老年患者的

照护质量息息相关。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医学院校应培养医学生对老年患者的积极态度，正

确对待健康和老化这一自然现象，激发其学习为老

年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知识和技能的动力。本研究

样本中低年级医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评分较其他

国家稍低。美国多项研究显示其医学生对老年人

态度的均分为 3.6~3.9分［11］，而本研究的总量表均

分为 3.31分。与王秋梅等［12］在中国四所医学院校

648名医学生的调查结果相比，本研究调查人群的

4个维度中，对老年人的同情维度高于四所院校的

均分（本研究3.65分，四所院校3.54分），但其他3个

项目内容

对老年人的同情

Q1大多数老年人是容易相处的

Q7老年患者比年轻患者更珍惜获得的医疗照顾

Q9相比于年轻患者，我会给予老年患者更多的关心和同情

Q14听老年人讲述其过往的经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对老年人社会资源使用态度

Q2政府应该将补助老年医疗的资金转移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和儿科疾病的研究

Q4照顾老人是社会的责任

Q5老年医疗保健花费了大量的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

Q10老年人普遍对社会贡献不多

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态度

Q3如果我有选择，相比老年患者，我更愿意照顾年轻的患者

Q6当人们变老的时候，就变得愈来愈散乱且糊涂

Q8从老年人那获取病史是一种折磨

Q11治愈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对老年人社会价值态度

Q12老年人对他们的医疗保健没有贡献同等的份额

Q13普遍来说，老年人行动缓慢，跟不上现代社会的节奏

总量表

得分

（ x̄ ± s）
3.65±0.53
3.34±0.77
3.57±0.73
3.76±0.67
3.92±0.74
3.31±0.50
2.96±1.05
3.94±0.69
2.60±0.81
3.76±0.88
2.97±0.61
2.70±0.82
2.87±0.88
3.23±0.79
3.09±0.92
3.36±0.73
3.60±0.93
3.12±0.92
3.32±0.43

1~2分
（n）

—

40
17
9
5
—

127
3

175
26
—

149
130
52
92
—

36
94
—

3分
（n）

—

192
165
107
102
—

138
93

173
112
—

186
171
208
176
—

135
172
—

4~5分
（n）

—

152
202
268
277
—

119
288
36

246
—

49
83

124
116
—

213
118
—

表2 调查对象老年态度量表得分和各条目回答情况 （n=384）

变量

医学职业精神总评分

利他主义

荣誉感与正直

仁爱之心和善于交流

尊重他人

尽职尽责

追求卓越和精益求精

领导能力

得分（ x̄ ± s）
4.29±0.57
4.14±0.58
4.35±0.60
4.37±0.63
4.39±0.62
4.23±0.63
4.32±0.61
4.26±0.65

变量

医患沟通总评分

关心维度

分享维度

对大健康、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态度

得分（ x̄ ± s）
4.01±0.70
4.70±0.82
3.32±0.90
4.15±0.64

表3 调查对象医患沟通倾向、职业精神、对健康人文类课程态度得分情况

表4 调查对象对老年人态度与三类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r）

类别

总量表

对老年人的同情

对老年人社会资源使用态度

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态度

对老年人社会价值态度

医患沟通倾向

0.231**

0.028
0.136**

0.262**

0.210**

医学职业精神

0.290**

0.466**

0.206**

0.030
0.177**

对大健康、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态度

0.179**

0.453**

0.102*

-0.039
0.057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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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得分均低于四所院校的均分（对老年人社会资源

使用的态度：本研究3.31分，四所院校3.45分；对老年

患者的医疗服务态度：本研究2.97分，四所院校 3.36
分；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态度：本研究 3.36分，四

所院校3.45分）。鉴于本次调查人群尚处于大学二年

级的学习阶段，提示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应重视对

老年人和老年患者积极态度的塑造。

（二）特别关注医学生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

态度

老年人态度的 4个维度横向比较，同情维度得

分最高，而对老年患者的医疗服务态度得分最低，

这一现象也与上述四校调查的发现一致。进一步

分析发现，医学生认为“听老年人讲述其过往的经

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也大多认可“照顾老人是

社会的责任”，这两个条目得分较高，显示了对老年

人的同情态度和社会资源使用态度较为积极。然

而，当具体到个人医疗服务提供的态度上，却更倾

向于服务年轻患者。这些具体条目回答上的差异，

反映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尊老敬老的社会价值观

在医学生中的体现，但是作为将来执业中的实际选

择，他们又会考虑到与老年人交流困难、慢病带病

状态等现实因素，进而更愿选择年轻患者。可见普

适价值观还未能完全融合到医学服务的职业精神

中。提示本科高校在加强老年医学、老年患者医疗

服务相关教育的同时，还应开展医学目的与医生职

责、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以适应我国老龄化的

社会需要。

（三）重视老年人态度、沟通倾向和职业精神的

协同发展效应

本研究发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倾向、良好

医学职业精神对老年人态度的正向影响关系。以

患者为中心的医生，认为患者的期望、感受和偏好

非常重要，也会更多地与患者共享信息。德国一项

对背痛诊疗中医患关系的研究发现，倾向于以患者

为中心的医生提出了更多的生活方式问题，提供了

更多的生活方式建议，并更好地与病患建立了融洽

关系［13］。本研究发现沟通倾向对老年人态度的积

极影响，可能是由于沟通意愿及能力是医生品德和

经验的综合反映，愿意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在面

对老年病患时将具备更多的耐心、应用更好的沟通

技巧，在对老年患者的病史采集、病情评估等环节

中，将更加自信和游刃有余，不会把老年患者看作

难以交流的个体，因此带来对老年患者医疗服务提

供上的积极态度。由此可见，医患沟通能力的培

养，既是执业需要，又通过解决实践中的沟通难题

进而对老年人态度产生正面影响。

在我国传统医学文化中，历来有“医德医风”

“大医精诚”等职业道德的描述，但对医学职业精神

的系统研究，是从 2005年我国正式签署《新世纪医

师专业精神——医师宣言》开始的。新时代的医学

职业精神，是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是

社会认可和推崇的职业准则、职业信念和价值取向

的总和［14］。既包括提高医疗质量和业务能力，也包

括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对职业、社会公平尽责。

本研究证实，职业精神作为“底色”素养，其正面效

应还将外溢到其他具体领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20〕34号）中就明确指出，要以“新内涵强化医学

生培养”“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

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

术的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

护者”，这实际上是对医生职业精神的综合概括。

本研究结果提示，以职业精神的塑造为统领，以新

内涵强化医学生培养，也将为该群体对老年人的积

极态度提供基础素养。

（四）进一步发掘课程和实践教学在医学生老

年人态度塑造中的作用

本次调查人群中，大二学生已经接触的公共卫

生类和人文类课程在不同学校略有差别，但都有开

设。在相关分析中，对公共卫生类课程、人文社会

科学类课程需要性的评价高，对老年人态度的总量

表得分、同情和社会资源使用维度得分也更高；但

与老年患者医疗服务态度、社会价值态度上未显

示关联，与其他变量共同纳入回归模型后也未显

自变量

性别（对照：女）

生源地（对照：农村）

城市

县城

政治面貌（对照：群众）

医患沟通倾向

医学职业精神

对相关课程的态度

常量

B

-0.748

0.445
0.303

-0.487
0.496
1.330
0.026

-7.174

SE
0.228

0.270
0.287
0.336
0.170
0.310
0.259
1.238

Waldχ2值

10.793
3.028
2.716
1.113
2.096
8.547

18.396
0.010

33.602

P值

0.001
0.220
0.099
0.292
0.148
0.003

＜0.001
0.922

＜0.001

OR值

0.473

1.560
1.353
0.615
1.642
3.779
1.026
0.001

95%CI
0.303~0.740

0.919~2.648
0.771~2.375
0.318~1.188
1.177~2.289
2.059~6.939
0.617~1.705

表5 调查对象对老年人态度的二元Logistic分析 （n=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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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对老年人态度的影响。这一结果提示相关课程

在态度培育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效果还未凸

显，其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相关课程围

绕“大健康”理念开设和讲授，对老年人积极态度

的塑造可能被囊括其中，但并未刻意开展。今后

应纳入适应我国老龄化背景的健康人文类课程或

课程模块，并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教学实践，增强

此类课程对医学生的吸引力。二是我们也要认识

到，态度是教育、文化、个人价值观、经验等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精神品质的塑造不能仅依靠来自

显性课程的课堂教学，还应该注重实践课程、文化

氛围等隐性课程的作用。医学本科教育中应通过

合理设置课程模块、课程思政有机融入、显性课程

与隐性课程结合、理论授课与社会实践衔接等方

式，加强基础、临床、预防、人文、思政等课程的整

合教学［15］，探索适应我国老龄化发展背景下的医

学人才培养方案。当然，本次调查人群尚处于大

学二年级阶段，随着后续课程、教育教学实践的开

展，其老年人态度评分以及其他态度评分可能发

生变化。

四、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首次描述了安徽省低年级医学生的老

年人态度现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在我

国老龄化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发现，调查人

群对老年人的同情得分较高，而为老年人提供医疗

服务维度得分较低，需强化医学生对老年患者服务

态度的塑造。本研究还证实了医学生关键品质的

协同发展作用，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倾向、良好的

职业精神等品质对老年人态度存在正向影响，提示

在医学生培养中，良好的沟通素质为对老年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给予信心和保障；紧扣仁心仁术等核心

品质的塑造，将对大健康背景下医生所应具备的积

极态度起到联动推动的作用。此外，本科医学教育

应设置与老龄化背景相关的健康人文类课程或课

程模块，并推进和强化课程思政在该类课程中的有

机融合。但本次研究中，未能考察第二课堂、临床

实习等实践经历在老年人态度形成中的塑造作用，

未来研究可探索隐性课程在教育中的应用。此外，

对老年人态度的动态随访也将为掌握其不同发展

阶段特点和识别关键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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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junior medical students’attitudes toward older adults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CHENG Jing，LIANG Wenwen，DING Hong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ttitudes of junior medical students towards older adult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se attitude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second⁃year medical undergraduates
from three medical schools in Anhui. The survey included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attitudes towards
the elderly，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tendencies，professional spirit and social science courses. The results
showed a total score of（3.32±0.43）on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elderly scale. The lowest scores were observed
in the dimension of providing medical services to older patients. Factors such as females，patient ⁃ centered
communication tendencies，and good professionalism positively influenced attitudes toward the older adults.
Improving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omoting professionalism are suggested to promot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older adult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schools shoul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to increase the appeal of humanities courses in healthcare. Additionally，they shoul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implicit courses on fostering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older adults and encouraging medic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geriatric medical services.

Key words：attitude of the elderly；medical student；doctor ⁃ patient communication；professionalism；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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