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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西医在历史上的比较从未停止，中医注重非逻辑思维

及经验，是从生理、药物方剂等方面进行取向比类的思维模型

加经验系统；西医则侧重逻辑思维及证据，是公理化的逻辑推

演加实验系统[1-2]。如何看待中、西医学，中、西医学如何相辅相

成等问题，则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中亟需解答的问题。而医学

生对中、西医的看法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其知识体系组成，更

在其职业规划选择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因此，本研究旨

在探究调查川北医学院医学生对中、西医学的看法及其职业

选择，为今后有针对性地优化我国中、西医学教育提供理论依

据，并为医学生提供职业选择建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川北医学院在校医学生，包括一年

级、二年级、三年级在校医学生。

2.2 研究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方法，以自制的“医学生对中、西

医学看法及职业选择调查问卷”在被调查者知情同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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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三个年级的医学生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性别等个人

基本情况，对中、西医看法及职业选择等相关情况。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问卷 450 份，剔除无效

问卷 1 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问卷有效率为 99.7%。调查有

效人数为 449 人。其中一年级 152 人（33.9%），二年级 170 人

（37.9%），三年级 127 人（28.2%）；男生为 132 人（29.4%），女生

为 317 人（70.6%）；中医类医学生为 205 人（45.7%），西医类医

学生为 244 人（54.3%）。

3.2 医学生对中、西医学的认识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中较为了解中、西医学的为

77.4%，其中有 55.8%的学生认为西医存在治标不治本的情

况。学生普遍对中西药物的宽容度高，持接受态度，但在面对

保健养生、康复调理及慢性疾病治疗时学生更愿意选择中医，

而在面对急诊、细菌感染及肿瘤治疗时则倾向于西医。学生认

为中、西医应相互取长补短的为 91.1%，而其中有 71.4%的学

生同意中、西医能在理论及临床上结合，且有 78.6%的学生对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发展抱有乐观态度。

对性别、年级、专业类型、了解途径进行统计检验，不同性

别、专业类型的医学生对中、西医学的认识现状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从性别来看，男生对中、西医学的了解程度高于女生，

但女生对中医学的包容程度高于男生，表现为更愿意使用中

药，更为倡导中、西医学取长补短发展，而男生则更希望用科

学来解释中医。从专业类型来看，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都更了

解且包容程度更高，但同时大部分学生对“中、西医能在理论

和临床上结合”的观点持乐观态度。其中中医类的学生同意

“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的为 62.9%，而西医类的学生同意此观

点的为 48.6%。

3.3 医学生职业选择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中较为明确未来职业方向的为

78.3%，其余学生对职业选择仍有疑惑，包括考研种类的取舍、

事业的发展方向、医患矛盾的处理以及诊断时医学方法的运

用等。医学生中选择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为 50.0%，选

择“中西医平均结合”的为 30.4%，而选择“中医为主，西医为

辅”的为 12.1%。医学生中认为中医专业更有优势的为 35.5%，

多数学生因西医具有“疗效快”“更科学”等优势以及“国内中

西医结合专业教育制度不完善”“学习深度太浅”等原因而选

择偏向西医，部分学生则因为“中西医结合更有优势”而选择

平均发展。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医类医学生选择“中医为主的职业

道路”的为 29.6%，选择“西医为主的职业道路”的为 14.8%，而

倾向选择“中西医平均结合的职业道路”的为 48.2%，原因主

要是看好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而西医类医学生选择“只通西医

的职业道路”的为 4.6%, 选择“中医为主的职业道路”的为

9.2%，选择“西医为主的职业道路”的为 55.1%，而倾向选择

“中西医平均结合的职业道路”的为 29.4%，原因主要是认为

西医具有疗效快、科学性高等优势以及中医具有副作用小、调

节作用强等长处。

4 讨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西医学进入中国以来，有关于中、西医

的比较及发展探讨就未曾停止[4]。从“中学西”到“西学中”，如

何快速实现中、西医的团结，从而有效解决医疗矛盾，满足健

康需要，是待解决的首要任务。1955 年 4 月 19 日，党中央提出

的“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

的”这一观点更是强调了中西医结合发展的重要性[5]。而 1980
年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也发表

了“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一个独创的经验，应当坚持下去”

的讲话，这也体现了国家及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发展的重视[6]。

而对中、西医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并拥有明确的职业选择方

向，不仅能够为医学生提供职业选择建议，更能为今后有针对

性地优化中国中、西医学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国医学事业

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4.1 医学生对中、西医学认识程度较高，但仍存

在误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中较为了解中、西医学的为

77.4%，但其中有 55.8%的学生认为西医存在治标不治本的情

况，甚至有部分学生有摒弃中医的想法，这说明医学生虽然主

动了解相关知识，但对中、西医学的认识仍有误区。医本同源，

有的只是思维上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西医注重分析还原，中

医注重整体过程，但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医学生不能对此产

生正确认识，可能与未接触到正确的宣传培训有较大关系，而

医学院校是对医学生进行宣传教育的直接机构，因此学校应

当加强此方面的宣传，在教育中也应当向医学生传达正确的

中、西医医观，建立完善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体系。而书本

也是医学生直接获取知识的载体，因此编书者也应当考虑到

相关影响因素，在中、西医医观上给予医学生正确的引导。

4.2 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相互专业的不理解

建国伊始，“团结中西医”被确立为国家基本卫生方针；

“十二年规划”提出中、西医必须紧密地团结合作，要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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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等现代科学思想方法对中医进行分析研究，以丰富现代

的医学[7]。在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生选择以“西医为

主，中医为辅”的为 50.0%，选择“中西医平均结合”的为

30.4%，而选择“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为 12.1%。由于中、西

医专业的不同，学生会产生“所选专业的内容为主，其他专业

为辅”的片面想法，而忽略了同一领域相对专业的先进性和优

越性，这样就导致了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所以面对此类现象，

应该以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同一个问题用多种方法等

方式进行解决，并着重关注两者合用的优越性。学校应当积极

开设讲座进行宣传，在教育上开设相关课程，让学生拓宽眼

界，对两学科结合的优势及发展方向产生思考；部分医疗机构

（如医院、药房等）也应在合理条件下加强两学科的联系，如运

用多种方式进行联合诊断，起到宣传并结合两学科的作用，在

社会上引起正面反响。

4.3 部分学生对未来职业选择仍有困惑

调查显示，医学生中对未来职业方向较为明确的为

78.3%，其余学生对职业选择仍有疑惑，包括考验种类的取舍

以及事业发展的方向等。面对大学毕业即将选择的未来职业

成为部分学生的困扰，体现较为鲜明的是中西医临床专业的

学生。严格意义上来说，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在医

院的中西医结合科工作，而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医院都有

此科室，所以这就给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带来了困惑[8]。为

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淤学生就业可尽量选择提倡中西医结

合的医院。于学生有选择性地改建个人知识体系，加强专业能

力，建立起一科为主、一科为辅的知识架构以方便就业。盂各

大高校完善中、西医培训制度，更新中、西医教育的理念政策，

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手段来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以扩大中西

医结合的就业范围。例如，可以根据学生偏向于中医或西医进

行培训深造，扩大招收范围，利于学生就业。榆各地在合理条

件下增加中西医结合科在医院的比重。例如，建设中西医结合

科室，增强医生用中西医学科共同治病的意识，不局限于仅使

用中医或西医的单一疗法，扩大中西医学科的应用范围，从而

增大社会对中西医结合专业医学生的需求。

4.4 医学生看好中西医结合发展前景

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中、西医能在理论和临床上结

合”的观点持乐观态度。中医与西医在本质上都是治病救人，

但不同的是在方法和用药上各有各的优势与特点[9]。结合两学

科优势，是中国一直倡导的发展卫生策略，因此学校等机构应

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坚定医学生对中西医结合发展

前景的信心，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质量；同时，应加强资助力

度，特别是对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鼓励创新研究，取得一些

国际公认的高水平结合医学研究成果；之后应扩大人才培养，

完善人才培养基地的建设并创立能吸引研究人才的制度，扩

大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最后建议在合理条件下让高等医学

院校成立中西医结合学院，鼓励多学科人才加入结合医学研

究队伍，还应该建立结合医学的交流平台，多途径、多渠道地

举办高水平的结合医学学术研究交流活动[10]。

4.5 调查的局限性

这次调查并未在全国性的医学院校大范围展开。开展更

大范围的院校调查，会对医学生对中、西医学的看法及职业选

择有更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调查人群也仅限于一至三年级

的学生，所以取样限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误差。

4.6 发展前景

通过这次调查，完全有理由相信了解医学生对中、西医学

的看法及职业选择方向对将来多途径、多方式地培养社会需

要的中、西医人才，完善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制度以及为医学

生提供职业选择建议具有重要作用。调查结果也表明，医学生

存在许多职业困惑，并对中、西医学科的认识仍存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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