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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三全育人”理念渗透高校

人才培养各个环节，成为新时期高校基本办学理

念，由此，“三全育人”理念下的职业规划教育应运

而生。国内很多高校做了建设性的探索与实践，

部分研究指出，构建全程体系、形成全员格局和搭

建全方位平台是“三全育人”理念下优化大学生职

业规划教育的有效策略［1］。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没

有专注于“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医学生职业规划教

育，但仍然能够为不断提升新时期医学生的职业

规划教育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在“三全

育人”视域下，扎实做好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提

升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满意度是实现医学生更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可靠保障，也是培养德术双馨

的高质量医学人才的有力保证，更是新冠肺炎疫

情挑战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2-4］。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式，以年级

为分层因素，以班级为群体，随机抽取南京医科大

学 14个学院 55个班级一年级（2019级）到五年级

（2015级）在校生 1 785人作为研究对象。南京医

科大学自 2016年开始，在大学一年级全体新生中

组织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在大学三年级全体

学生中组织开展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程，均为 18学

时折合 1学分的必修课程。学校有“职业指导师”

资格的就业指导人员 22人，有“创业咨询师”资格

的创业指导人员 8人。

（二）研究方法

设计问卷《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满意度调查》，

“三全育人”视域下提升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满意度
路径探析

——以南京医科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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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预调查，咨询相关专家，根据预调查情况和专

家意见修改问卷。随机选择一个班级，分别在间隔

1个月的前后两个时点开展问卷调查。所有条目数

据两个时点的相关系数在0.83~0.94，提示重测信度

较好。在 2019年 11月开展调查，正式施测共发放

1 785份问卷，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统一发放，统一

回收，平均答卷时间8分钟，问卷应答率100%，回收

率100%。去除性别选“其他”的问卷17份和答卷时

间少于3分钟的问卷47份，得到有效问卷1 721份，

问卷有效率 96.41%。对不同人群指标进行描述与

比较，等级资料采用Wilkson或Kruskal⁃Wallis秩和

检验，定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设为 0.05，
采用Stata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 果

（一）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共计 1 721人，男 513人（29.81%），女

1 208人（70.19%），年龄在18~25岁。一年级（2019级）

577人，二年级（2018级）448人，三年级（2017级）

319人，四年级（2016级）274人，五年级（2015级）

103人。学生分布在3种学制、14个学院、5个年级、

23个专业。其中“5+3”学制 192人（11.16%），专业

为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五年制1 014人（58.92%），

专业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

临床药学、医学影像学、儿科学、法医学等医学类专

业；四年制 515人（29.92%），专业为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康复治疗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

护理学、公共管理、卫生检验与检疫、应用统计学、

英语等医学相关类专业。

（二）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重要性的认同度

80.53%的医学生认为职业规划教育很重要或

重要。一年级医学生认为职业规划教育重要或很

重要的比例最高（89.26%），二年级最低（74.11%）。

将调查对象按性别、年级、学制三个不同因素进行

秩和检验与卡方检验，不同年级的医学生对职业规

划教育重要性的认同度有显著差异，见表1。

因素/分类
性别

年级

学制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5+3”学制
五年制
四年制

很不重要

4（0.78）
8（0.66）
1（0.17）
2（0.45）
4（1.25）
2（0.73）
3（2.91）
2（1.04）
6（0.59）
4（0.78）

不重要

10（1.95）
13（1.08）
03（0.52）
08（1.79）
03（0.94）
07（2.55）
02（1.94）
05（2.60）
13（1.28）
05（0.97）

一般

102（19.88）
198（16.39）
058（10.05）
106（23.66）
064（20.06）
056（20.44）
016（15.53）
043（22.40）
170（16.77）
087（16.89）

重要

273（53.22）
720（59.60）
334（57.89）
249（55.58）
189（59.25）
158（57.66）
063（61.17）
096（50.00）
598（58.97）
299（58.06）

很重要

124（24.17）
269（22.27）
181（31.37）
083（18.53）
059（18.50）
051（18.61）
019（18.45）
046（23.96）
227（22.39）
120（23.30）

Z/χ2值
-0.75

62.37

-1.62

P值
0.455

＜0.001

0.444

表1 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重要性的认同度 ［n（%）］

（三）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

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为41.60%，一

年 级 医 学 生 对 职 业 规 划 教 育 的 满 意 度 最 高

（52.86%），“5+3”学制的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

满意度最低（32.82%）。将调查对象按性别、年级、

学制三个不同因素进行秩和检验与卡方检验，医学

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在不同年级、不同学制

上均有显著差异，见表2。

因素/分类
性别

年级

学制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5+3”学制
五年制
四年制

很不满意

17（3.31）
17（1.41）
07（1.21）
08（1.79）
08（2.51）
09（3.28）
02（1.94）
09（4.69）
20（1.97）
05（0.97）

不满意

30（5.85）
79（6.54）
24（4.16）
36（8.04）
18（5.64）
26（9.49）
05（4.85）
18（9.38）
67（6.61）
24（4.66）

一般

244（47.56）
618（51.16）
241（41.77）
247（55.13）
171（53.61）
152（55.47）
051（49.51）
102（53.13）
496（48.92）
264（51.26）

满意

187（36.45）
429（35.51）
253（43.85）
139（31.03）
107（33.54）
081（29.56）
036（34.95）
056（29.17）
371（36.59）
189（36.70）

很满意

35（6.82）
65（5.38）
52（9.01）
18（4.02）
15（4.70）
06（2.19）
09（8.74）
07（3.65）
60（5.92）
33（6.41）

Z/χ2值
00.65

59.80

11.88

P值
0.516

＜0.001

0.003

表2 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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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学生开展职业体验情况

27.25%的医学生在目标职业所在的企事业单

位开展过职业体验。年级越高的医学生开展职业

体验的比例越高，五年级最高（46.60%），“5+3”学制

的医学生开展职业体验比例也最高（41.67%）。将

调查对象按性别、年级、学制三个不同因素进行卡

方检验，不同年级和不同学制的医学生开展职业体

验情况有显著差异，见表3。
（五）医学生职业人物访谈情况

将访谈目标职业相关人物并撰写访谈记录定

义为职业人物访谈。32.25%的医学生开展过职业

人物访谈。将调查对象按性别、年级、学制三个不

同因素进行秩和检验与卡方检验，不同年级和不

同学制的医学生职业人物访谈情况有显著差异，

见表 4。

因素/分类

性别

年级

学制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5+3”学制

五年制

四年制

从来没有

334（65.11）
832（68.87）

464（80.42）
299（66.74）
173（54.23）
166（60.58）
064（62.14）

114（59.38）
708（69.82）
344（66.80）

采访1人

079（15.40）
176（14.57）

57（9.88）
082（18.30）
064（20.06）
038（13.87）
014（13.59）

033（17.19）
140（13.81）
082（15.92）

采访2人

051（9.94）
101（8.36）

026（4.51）
041（9.15）
044（13.79）
029（10.58）
012（11.65）

017（8.85）
088（8.68）
047（9.13）

采访3人及以上

49（9.55）0
99（8.20）0

30（5.20）0
26（5.80）0
38（11.91）
41（14.96）
13（12.62）

28（14.58）
78（7.69）0
42（8.16）0

Z/χ2值

0 1.61

79.93

09.50

P值

0.109

＜0.001

0.009

表4 医学生开展职业人物访谈情况 ［n（%）］

因素/分类

性别

年级

学制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5+3”学制

五年制

四年制

没有

367（71.54）
885（73.26）

516（89.43）
337（75.22）
195（61.13）
149（54.38）
055（53.40）

112（58.33）
751（74.06）
389（75.53）

有

146（28.46）
323（26.74）

061（10.57）
111（24.78）
124（38.87）
125（45.62）
048（46.60）

080（41.67）
263（25.94）
126（24.47）

χ2值

000.54

170.17

023.02

P值

0.463

<0.001

<0.001

表3 医学生开展职业体验情况 ［n（%）］

（六）医学生撰写职业规划书情况

37.36%的医学生撰写了职业规划书，二年级

的医学生撰写职业规划书的比例最高（61.83%），

学制为四年制的医学生撰写职业规划书的比例

最高（42.33%）。将调查对象按性别、年级、学制

三个不同因素进行卡方检验，不同年级和不同学

制的医学生撰写职业规划书情况有显著差异，见

表 5。
（七）医学生在职业规划遇到困难时的第一求

助对象

34.40%的医学生在职业规划或就业中遇到困

难时选父母作为第一求助对象，20.69%的医学生选

专业课老师作为第一求助对象，11.74%的医学生选

同学作为第一求助对象，之后依次是就业指导中心

老师（11.10%）、辅导员（8.89%）、亲戚朋友（5.23%）、

学院或学系领导（3.20%）。

因素/分类

性别

年级

学制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5+3”学制

五年制

四年制

没有

327（63.74）
751（62.17）

533（92.37）
171（38.17）
153（47.96）
161（58.76）
060（58.25）

127（66.15）
654（64.50）
297（57.67）

有

186（36.26）
457（37.83）

44（7.63）
277（61.83）
166（52.04）
113（41.24）
043（41.75）

065（33.85）
360（35.50）
218（42.33）

χ2值

000.38

364.59

007.94

P值

<0.537

<0.001

<0.019

表5 医学生撰写职业规划书情况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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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一）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重要性的认同度

医学生对于职业规划教育重要性的总体认同

度较高（80.53%），不同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不同

年级间有显著差异。一年级最高，二年级最低，这

或许与学校仅在一年级开展职业规划课程有一定

关系。对一年级医学生来说，如何尽快适应新的校

园学习生活环境，全面深入地做好自我认知，了解

医学专业特点和学科发展情况，这些问题都能够在

职业规划教育中找到答案。不同年级医学生有不

同学习阶段的任务，对职业规划教育有不同的需

求，职业规划课程的设置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原

则［5］，根据不同年级医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发贴合学

生需求的课程，并在不同阶段持续推进，或许能够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不同年级医学生对职

业规划教育重要性的认同度还与不同年级的生源

情况、初高中的职业规划教育情况、一年级职业规

划教育课程质量等因素有关。本研究采用的是横

断面研究，若有条件对医学生群体开展纵向研究，

则可以跟踪研究同一群体的医学生在不同年级对

职业规划教育重要性的认同度。

（二）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

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偏低（41.60%），

在不同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不同年级和不同学

制上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学生的满意度呈“U”型

分布，两头高中间低，一年级和五年级医学生的满

意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说明学校在一年级开展

的职业规划课程和五年级开展的就业指导服务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但医学生对职业规划

教育的满意度偏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5+3”学制

医学生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其他学制的学生，或许是

因为这部分学生高考录取分数相比其他学制的学

生高，对学校、学院和专业的预期较高，对职业规划

教育质量也有更高的需求。此外，由于职业规划课

程由各学院具体组织开展，各学院在职业规划教育

的师资水平、内容设计和讲授技巧等方面难以做到

同质化，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也是影响学生满意度

的重要因素。对比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较高的

认同度和较低的满意度，说明目前医学生职业规划

教育质量与学生的需求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提高医

学生职业规划教育质量任重而道远。

（三）分析医学生在职业规划教育中的参与度

从职业体验、职业人物访谈、职业规划书三个

维度的数据看，医学生在职业规划中的参与度显然

不够。高年级医学生开展职业体验和职业人物访

谈的比例比低年级高，这符合医学生的培养特点和

成长规律。虽然四、五年级的医学生处于见习、实

习阶段，有开展职业体验和职业人物访谈的便利条

件，但是他们开展职业人物访谈的比例低于三年级

医学生。可能是五年级学生于2015年秋季入学，当

时学校尚未开始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导致五年级医

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相对薄弱。医学生开展职业

人物访谈的比例随着年级变低呈上升趋势，说明学

校开展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有效地提升了学生参

与职业人物访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般来说，医

学生在一年级上完职业规划课后，会在二年级撰写

职业规划书并参加职业规划比赛，所以二年级医学

生撰写职业规划书比例最高。另外，医学生职业

规划书撰写率自五年级至二年级逐渐增高，这说

明近几年学校的职业规划教育有效提高了学生职

业规划书的撰写率。“5+3”学制医学生在职业体验

和职业人物访谈两个维度上的参与度均高于四年

制和五年制，这或许与“5+3”学制医学生的整体学

风、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相关学院职业规划教

育质量等有关。

四、“三全育人”视域下医学生职业规划

教育满意度提升路径探析

（一）全过程育人是保证职业规划教育质量的

必由之路

全过程育人是指将立德树人贯穿高校教育教

学全过程和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6］。将职业规划教

育贯穿于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是保证职业规划教

育质量，提升学生满意度的必由之路。医学生的职

业规划教育要在对不同年级有所侧重的基础上贯

穿于学生培养全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一年级，要

抓住入学教育和班团建设关键节点，做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7］，加强学生职业规划意识的培

养。在二、三年级，要抓住转专业、奖学金评定、暑

期社会实践等关键节点，加强学生对专业特点、学

科进展和职业环境的探索。在四、五年级，要抓住

见习和实习、研究生入学考试、毕业求职等关键节

点，引导学生根据当前社会形势和自身实际情况做

好职业生涯决策和调适。

（二）全员育人是凝聚职业规划教育师资力量

的有效路径

全员育人是指由学校、家庭、社会、学生组成的

“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8］。医学院校的职业规划

教育师资力量决定着职业规划教育的质量，凝聚

全员育人合力是增强职业规划教育师资力量、提

升学生满意度的有效路径。打通“三全育人”“最

后一公里”，需要高校整合教育资源，强化协同攻

关，形成系统合力［9］。教师作为育人的中坚力量，

是最主要的育人主体，要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言

传身教，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为学生的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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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10］。辅导员是高校职业规划教育师资队

伍的主力，对辅导员进行系统的职业规划理论学习

与实践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朋辈力量也不容忽视，

身边的榜样最具有感召力和示范性。家庭在学生

的职业规划教育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

还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在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中

的作用，引导学生通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加强职业

体验，丰富社会阅历。

（三）全方位育人是实施职业规划教育精准辅

导的阳关大道

全方位育人是指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载体，将立德

树人覆盖到课内课外、网上网下、校内校外，使得育人

无处不在，实现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2，11］。医

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学生树

立科学的职业发展理念，多渠道引导学生重视职业

环境探索和职场环境体验，积极主动投身临床医疗

实践，体验从业状态、岗位职责和医院文化，树立正

确的择业观念，从而保证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质

量，提升医学生对职业规划教育的满意度［12-13］。只

有最大限度挖掘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

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十大领域中的育人潜质，

打造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全新育人场域［14］，充分发

挥各种职业规划教育载体作用，才能对医学生开展

精准的职业规划辅导，培育出德术双馨全面发展的

医疗卫生事业人才。

“三全育人”的出发点是培养人，只有将“三全

育人”理念融入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从阶段性重

视到全程化落实，从辅导员孤军战斗到“四位一体”

全员协同，从有限点位引导到全方位精准辅导，不

断提升医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

能增强医学生在职业规划教育中的获得感，提高学

生满意度，培养出集救死扶伤的道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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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术”于一身的人民健康守护者，从而达

成高等医学教育的神圣使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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