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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行业具有特殊性，社会大众对医务

人员的职业认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1］。

相关调查显示，社会大众对医务人员职业认知的

偏差会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恶化与暴力伤医事件频

繁发生［2］。而有研究显示，社会大众对医务人员职

业存在明显的消极刻板印象［3］，这种消极刻板印象

的存在使得个人对医生这一职业易产生偏见，进

而影响医患关系［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广大医

务工作者冲锋在前，成为抗疫的中流砥柱。随后

关于医务工作者的新闻报道、网络舆论逐渐占据

重要地位［5］，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发表关于“保护

关爱医务人员”的讲话［6］。这种背景下，社会大众

对医务人员的职业认知是否有所变化，尤其在知

识水平较高、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大学生群体中是

否有显著改变值得关注。本研究旨在分析医学生

与非医学生对医务人员的职业认知在疫情发生后

的变化及差异，为促进尊医重卫良好社会风气的

养成提供参考。

一、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安徽省选取两所医学类院校和一所非医学

综合类院校，借助“问卷星”网络调研服务平台在

2020年 7月份进行线上调查。共回收 1 256份问

卷，剔除漏选、逻辑错误及答案全部相同的问卷后，

得到有效问卷 1 221份，有效回收率为 97.21%。样

本人群中医学生593人，非医学生628人；男性448人
（医 学 生 占 54.02%），女 性 773 人（医 学 生 占

45.41%）；以一二年级的低年级学生为主；有亲友从

事医务工作的医学生有417人。所有研究对象均对

调查内容有清楚的认知，并自愿参与调查，调查过

程符合相关伦理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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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内容

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共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基本信息（性别、年级、

有无亲友从事医务工作等）；第二部分为问卷核心

部分，包括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医务人员的职业评

价（工作压力、职业风险、工作强度、薪酬水平）和其

在疫情发生前后对医务人员的职业认同（社会地

位、社会尊重、亲友从事医务工作的态度、自身从

事医务相关工作意愿）两个维度。在职业认同的四

个方面，分别设置疫情发生前与疫情发生后对各方面

态度的选择，按照Liket量表由低到高分为五个水平：

非常反对、反对、一般、支持、非常支持。本研究以

2020年3月为疫情前后节点，该月世界卫生组织将新

冠肺炎界定为全球性大流行疾病。调查问卷的整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0.72，从业意愿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0，问卷信度较高。

（三）统计分析

运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构成比等指

标进行统计描述，运用卡方检验、Mann⁃Whitney U检

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采用肯

德尔等级相关（Kendall’s tau⁃b）进行相关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医务人员职业评价

差异分析

表1显示，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医务人员“工作

压力”“职业风险”“工作强度”和“薪酬水平”评价具

有统计学差异。在“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评价

中，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均认为医务人员的职业风险

较高，且医学生对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评价为“非

常高”的比例显著高于非医学生。“工作强度”评价

中，医学生选择每天平均工作时长在 10~12小时的

占比最高（37.44%），非医学生则是选择“8~10小时”

的占比最高（42.04%）。“薪酬水平”评价中，医学生

认为与实际付出相比，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较低和

非常低（61.22%），与相似工作强度的其他行业相比

薪酬水平一般、较低和非常低（86.34%）。而非医学

生中，无论与实际付出还是与同等工作强度的其他

行业相比，都认为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为“一般”的

比例最高（54.46%，48.41%）。

（二）疫情发生后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职业认同

的变化

表 2显示，疫情发生前和后，在“社会地位”“社

会尊重”“亲友从事医务工作态度”上，非医学生的

认同比例显著高于医学生；在“职业了解”和“自身

从事医务工作意愿”方面，医学生的认同状况相对

更好。与疫情发生前相比，疫情发生后医学生与非

医学生对医务人员的“职业了解”“社会地位”“社会

尊重”“自身从事医务工作意愿”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疫情发生后，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医务人

员职业认同均有所改善，其中对“社会地位”和“社

会尊重”认同的提升最高。此外，疫情的发生极大

促进了非医学生对医务人员职业的了解，“职业了

解”评价中“较了解”的比例由疫情发生前的17.20%
上升到47.77%。而疫情发生后在“亲友或自身从事

医务相关工作”方面，医学生与非医学生的认同比

例虽均有所提升，但与疫情发生前相比变化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生在“亲友从事医务工作态度”

方面，疫情发生前后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60）。

变量分组

工作压力

职业风险

工作强度（每天
平均工作时长）

薪酬水平（与实
际付出相比）

薪酬水平（与相
似工作强度的其
他行业相比）

非常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非常高

非常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非常高

<8小时/天
8~10小时/天
10~12小时/天
12~14小时/天
≥14小时/天
不知道

非常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非常高

非常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非常高

医学生
（n=593，%）

01.18
01.18
06.07
50.93
40.64

01.01
00.67
06.41
46.71
45.19

02.87
25.13
37.44
25.13
09.11
00.34

21.59
39.63
32.38
04.89
01.52

08.60
18.89
58.85
11.13
02.53

非医学生
（n=628，%）

00.48
01.75
15.13
56.69
25.96

00.64
02.39
13.85
57.32
25.80

05.41
42.04
25.80
13.54
06.05
07.17

03.03
19.11
54.46
20.38
03.03

01.43
04.03
48.41
41.40
04.46

χ2值

047.59

061.97

105.77

225.39

203.02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1 医务人员职业评价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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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评价与职业认同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医学生还是非医学

生，“自身从事医务工作意愿”均只与“薪酬水平”具

有相关性，且呈正相关。在“亲友从事医务工作态

度”方面，医学生该态度与“工作强度”呈负相关、与

“薪酬水平”呈正相关，而非医学生这一态度仅与

“薪酬水平”具有正相关（表3）。结合前述研究结果

可知，医学生认为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较低，故对

于自身或亲友从事医务相关工作的意愿也较低。

医学生认为医务工作的强度较大，故对亲友从事医

务工作的支持度不高。

变量分组

职业了解

U值/P值
社会地位

U值/P值
社会尊重

U值/P值
亲友从事医务工作的态度

U值/P值
从事医务相关工作的意愿

U值/P值

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
一般
较了解
非常了解

非常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非常高

非常低
较低
一般
较高
非常高

非常反对
反对
一般
支持
非常支持

非常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非常符合

疫情发生前构成比（%）

医学生
（n=593）

00.84
01.85
21.25
36.93
39.12

069 662.5/<0.001

05.40
13.83
70.32
09.27
01.18

119 358.0/<0.001

06.91
12.65
71.50
07.59
01.35

118 234.5/<0.001

12.14
20.74
38.11
25.63
03.37

102 329.5/<0.001

06.91
05.73
37.61
36.76
12.98

131 740.0/<0.001

非医学生
（n=628）

02.07
17.52
59.24
17.20
03.98

00.32
02.87
59.87
32.48
04.46

00.64
04.14
57.80
32.64
04.78

00.80
03.98
28.50
60.83
05.89

06.37
25.32
41.40
22.13
04.78

疫情发生后构成比（%）

医学生
（n=593）

00.84
00.34
09.61
47.05
42.16

094 443.0/<0.001

03.37
04.22
47.72
37.94
06.75

097 779.5/<0.001

04.38
04.22
47.72
38.11
05.56

094 236.5/<0.001

12.31
22.26
33.22
26.64
05.56

100 553.5/<0.001

06.58
05.40
31.53
41.15
15.35

138 558.0/<0.001

非医学生
（n=628）

00.16
03.82
39.97
47.77
08.28

00.00
01.11
14.17
56.53
28.18

00.00
00.80
14.17
57.80
27.23

00.96
04.62
21.82
61.46
11.15

06.21
22.61
35.03
28.98
07.17

Z值/P 值（疫情发生前后对比）
医学生

0-9.169/<0.001

-15.908/<0.001

-15.397/<0.001

-1.880/0.060

0-5.981/<0.001

非医学生

-16.542/<0.001

-18.647/<0.001

-18.700/<0.001

0-5.729/<0.001

0-7.182/<0.001

表2 疫情发生前后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医务职业的认同情况

变量

工作压力
职业风险
工作强度
薪酬水平（与实际付出相比）
薪酬水平（与相似工作强度的其他行业相比）

自身从事医务相关工作意愿
医学生
-0.018**

-0.012**

-0.071**

-0.080**

-0.101**

非医学生
-0.027**

-0.045**

-0.018**

-0.152**

-0.131**

亲友从事医务工作态度
医学生
-0.029**

-0.028**

-0.128**

-0.255**

-0.227**

非医学生
-0.042**

-0.057**

-0.036**

-0.082**

-0.138**

表3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职业评价与职业认同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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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一）大学生普遍认为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总

体不佳

研究显示，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医务人员工作

的高风险、高压力、高强度有共同认识，尤其在医务

人员“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方面评价并不乐

观。超九成的医学生对“职业风险”“工作压力”评

价为“较大”，这一比例在非医学生中则约为 80%。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目前我国医生每

天工作时间在 10小时以上［7］，对比本研究的发现，

医学生对医务人员工作时长的认知更接近实际，而

非医学生则相对低估了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这

可能与医学生的专业特性有关，相对于其他人群，

医学生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触医务人员、切身参与

临床医务工作，更能亲自体会到医务人员的工作环

境，从而有着更深刻真实的了解。

与非医学生相比，医学生对薪酬水平的评价也

较为消极。61.22%的医学生认为医务工作者的薪

酬水平低于实际付出，86.34%的医学生认为医务工

作者薪酬水平一般或低于相似工作强度的其他行

业，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一致［8］。而非医学生对医

务人员薪酬水平的评价则与医学生相反，接近一半

的非医学生认为医务工作者薪酬水平高于工作强

度相近的其他工作。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长期以来

我国医生的薪酬水平相对国际上医生差距较大［9］。

可见，非医学生对我国医务人员薪酬水平的评价存

在刻板印象［10］。相关分析结果也发现，“薪酬水平”

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相对于医务人员的工作风

险、工作压力和实际付出，大部分医学生认为医务

人员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回报，高工作量和低收入

的巨大落差给医学生带来了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

这种对薪酬水平的消极评价会间接影响医学生的

就业选择。

（二）疫情促进了大学生对医务人员的职业认同

研究显示，相比于其他职业人员，医学生的自

我职业认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11］。本次调查发现，

疫情发生前医学生在“社会地位”“社会尊重”“亲友

从事医务工作态度”等维度的评价并不乐观，对“自

身从事医务工作意愿”也较消极，而非医学生在“社

会地位”“社会尊重”和“亲友从事医务工作”的态度

方面好于医学生。疫情发生后，社会各界对医疗行

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医务人员的职业有了更深

刻的认知与认可。但这种职业认同的回升可能只

是暂时的，如研究发现，社会大众对医务人员职业

认同在历史大事件前后反差极大［12-13］。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的发生，媒体和舆论再次把医务人员形象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也有人认为，在关键时刻冲

锋陷阵是医务人员的职责，是他们应该做的，不应

该贪图回报和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甚至在新冠肺

炎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时候，就发生了数起暴力

伤医事件。这种负面刻板印象和职业道德绑架，

极大打击了医务人员的自尊心，降低了工作积极

性，也进一步影响了医学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可［14］。

因此，如何让社会大众建立长久良好的医务人员职

业认知，给予医务工作者基本的社会尊重，营造良

好的尊医重卫社会风气，是全社会都值得深思的问

题。

（三）加强医学生职业认同教育，提高非医学生

医学人文素养至关重要

正确的职业认知对医学生未来择业就业极为

重要［15］。本研究发现医学生对自身职业认同度一

般，疫情期间认同度虽有改善，但仍有约 40%的医

学生对今后“自身从事医务工作”持消极态度，对

“亲友从事医务工作”态度更消极。这一状况可能

与近年来医患关系的恶化有关，暴力伤医事件的

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医学生的职业价值

观、情感体验与职业认知［16］，甚至出现了职业认同危

机［17］。而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队伍的主力军，其职业

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医疗队伍的服务水平

与稳定性［18］。因此，加强医学生职业认同教育，培养

医学生尽早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极其重要。建议

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医学生职业认同教育，同时加

强临床实践，搭建多元化临床见习、实习实践平台，

为医学生营造良好医学教育环境与氛围。此外，社

会媒体也应客观、公正地报道医患关系，降低医学

生对“职业风险”的担忧，客观认识医务人员执业环

境，增强其入职动力与积极性。最后，在新的医疗

卫生体制中，应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薪

酬水平，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荣誉感与自豪感。

同时应重视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促进非医学

生对医务人员的职业理解，增强其对医务人员的信

任感，以学生教育带动社会其他人群共同理解与支

持医务职业。响应《健康中国2030》号召，加大健康

科学知识宣传力度，开展讲座与报告、推送科普文

章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普及教育，倡导养成健康生活

方式，全面提升社会大众的健康素养。新闻及网络

媒体行业更要加强正面宣传、舆论监督和科学引

导，积极报道医疗卫生行业新成就与医务人员优秀

事迹，弘扬医务人员的崇高品质，将尊医重卫外化

为社会主流风尚，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医务人员的

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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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nd non⁃medical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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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changes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non⁃medical students

towards medical staff and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and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medicine and valuing health. The study
showed that 91.90%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91.57% of non⁃medical students thought that medical workers had
great work pressure and high occupational risk. But 61.22% of medical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 salary level of
medical workers was lower than the actual pay，and the propor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medical students
（22.14%）.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non⁃medical
students who thought medical staff’s social status was high increased 34.24% and 47.77%，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non ⁃ medical students who thought medical staff’s social respect was
improved was 34.73% and 47.61%，respectively. After the outbreak，college students’professional cognition of
medical staff has improved，but medical students are still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educ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improve medical humanities of
non⁃medical students，enhance health literacy of other social groups through publicity and guidance，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od social conduct of respecting medicine and valuing health.

Key words：COVID⁃19；professional recognition；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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