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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医闹”事件对医学生就业观的影响，同时为进一步健全个人—校园—社会三位一体的医学教

育体系提供建议。调研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四川省南充市川北医学院的 539 名本科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医学生对医德教育和“医闹”事件的认知情况、“医闹”事件对医学生就业观的影响等。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medical dispute” on the employment outlook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trinity of individual, campus and society in the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539 undergraduates from the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in Nanchong, Sichuan Province. The investigation includes medical students’ cognition of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and 

“medical dispute” ev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medical dispute” event on medical students’ view of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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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超过 2/3 的医生曾

经历过医患冲突，仅 2018 到 2019 年，经媒体报道和法院二

审裁决的伤医事件就多达 2854 起。”[1] 医生作为知识密集

型高风险行业，低成就感会造成低认同感。职业认同感是一

个心理学概念，指个体内心认为自身从事的职业有价值，有

希望并能从中找到乐趣。所以职业认同感会影响医生的归属

感、成就感、责任感和积极性 [2]。而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学事

业的储备军，对改善中国未来医患关系起重要作用。因此，

本次研究从医学生的角度探讨医闹事件的影响，旨在探讨医

学生对于“医闹”问题的看法和感受，培养医学生正确的就

业观，提高医学生对未来职业的认同度和职业积极性。从而

为健全医学生医德教育体系，建立个人—学校—社会三位一

体的医学教育体系，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于 2020 年 11 月以南充市川北医学院在校大学生作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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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该校为中国南充市唯一的医学类高等院校。采用分

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按照年级、专业分层后随机抽取 1 个或

多个班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93 份。

2.2 调查方法

于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 4

周内完成本次调查。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集中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个人经历、家庭因素等方

面。调查对象以匿名自填的方式完成问卷。 

2.3 数据整理

对收集到的所有问卷进行整理，剔除缺项、内容涂改难

以辨识、逻辑混乱的无效问卷。由 4 名工作人员将结果单独

导入相应的 Excel 表格，经核对后完成数据的录入工作。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共回收有效问卷 53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8.52% 

(531/539)。所有调查者均为川北医学院在校大学生。

3.2 医学生对 “ 医闹 ” 事件的认知情况

有 14.31% 的医学生表示十分了解，并在持续关注“医

闹”事件；73.63% 的医学生表示有一些了解，但仅在当时

关注；11.86% 的医学生仅是听说过相关报道；而只有 0.19%

的学生表示从未了解过“医闹”事件。而对于“医闹”的主

要责任方认知，3.77% 的医学生认为是医护人员自身的原因，

62.9% 认为是因为患者及其家属，11.11% 将其归咎于媒体、

网络的传播。对于医患关系的理解中，64.03% 的医学生认

为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更倾向于合作关系，26.37% 认为医患

关系更倾向于服务与被服务关系，8.1% 认为是挚友关系，

仅 1.51% 认为是买卖关系。

4 讨论和建议

4.1 医学生对于 “ 医闹 ” 事件的认知较为肤浅与片面

根据调查，73.63% 的医学生表示对于“医闹”事件有

一些了解，但仅在当时关注。62.9% 的医学生认为“医闹”

的主要责任方在于患者及其家属。且 64.03% 的医学生将医

患关系理解为合作关系。可见大部分学生对于“医闹”的理

解还不够深入全面。当今互联网飞速发展，大学生对于“医

闹”的了解途径大多来自网络，而伴随着“碎片化”阅读模

式愈发普遍，许多学生只是单纯地浏览新闻和评论，并没有

过多的自我思考，且作为医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面对相关

事件时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性。

4.2 “ 医闹 ” 事件对医学生就业观有一定影响

从问卷结果来看，大部分医学生的学习生活并没有被“医

闹”事件影响，但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受挫感。对于职业选择，

大部分学生认为会被影响，但对未来就业有良好心态。而鉴

于当今医患矛盾加剧，48.78% 的医学生选择毕业后考研深

造，仅有 32.58% 的学生选择继续前往一线工作。

5 结语

医患纠纷是长久性，世界性的难题，查阅相关文献并总

结可得，利益冲突是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3]。

医疗过程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患者及家属日益增长的医疗服

务需求相冲突，更是“医闹”问题的催化剂。医学生的就业观、

价值观和生命观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医患纠纷的影响。为健

全医学生医德教育体系，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在个人、

学校、社会各个层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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