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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学生就业意向的差异性

闫 岑

( 新乡医学院社科部，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 目的 了解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大学生在首选毕业去向、就业地域意愿和对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上看

法的差异，为医学院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教育及医学生培养方向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方法，抽取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及护理专业 180 名本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问卷调查，比较两专业学生在首选

毕业去向、就业地域及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上看法的差异。结果 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高于临

床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的考研比例则高于护理专业( P = 0． 000) ; 对成功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的看法，临床医学专

业认为“知识储备”和“综合能力”更重要，护理专业对“实际操作能力实践经验”认可程度高于临床医学专业 ( P =
0. 019) ; 2 个专业学生对就业地域的选择均倾向城市，对西部和基层兴趣不大( P = 0． 528) 。结论 社会要加强舆论宣

传引导，学校要加强正确人生观教育，倡导学生基层就业; 针对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学生的不同需求，开展有侧重点、
针对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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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的

认知和对人生的态度，影响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

认同程度。本研究从临床医学与护理专业学生首选

毕业去向、就业地域意愿和对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

看法上的差异进行调查研究，旨在为社会制定就业

政策、高校开展有针对性专业培养及就业指导，促进

其确定合理职业发展目标提供依据和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13 年 6 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

法，抽取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及护理专业本科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180 份，回收问卷 171 份，

回收率为 95． 00%，删除不符合条件的问卷，剩余有

效问卷 159 份，有效率 88． 33%。其中，临床医学专

业 93 人，护理专业 66 人。调查对象均无重大身体

疾病，无严重认知障碍。
1． 2 研究方法 根据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及护理

专业实际情况，利用课余时间由经过培训的 3 名心

理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集体施测，施测时被委托教

师严格按照指导语说明注意事项，被试遵循自愿的

原则认真填答问卷。调查问卷中，题目涉及学生性

别、家庭基本情况、首选毕业去向、成功求职最关键

助力因素、就业地域的选择等，均为单项选择封闭式

问题。以不记名的方式，让学生独立完成调查问卷，

进行回收分析。
1． 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1． 5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 χ2 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临床医学专业与护理专业学生首选毕业去向

在首选毕业去向问题上，临床医学专业分别为求

职 25． 81% ( 24 /93) 、考研究生 66． 67% ( 62 /93) 、考
公务员 1． 08% ( 1 /93) 、其他 6． 45% ( 6 /93) ; 护理专

业分别为求职 69． 70% ( 46 /66 ) 、考研究生 21． 21%
( 14 /66) 、考公务员 1． 52% ( 1 /66) 、创业 3． 03% ( 2 /
66) 、出国深造 1． 52% ( 1 /66) 、其他 6． 45% ( 6 /66) 。
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护理专业学生大于临床

医学专业，考研究生意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大于护

理专业( P = 0. 0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 临床医学专业与护理专业学生对就业地域的

看法 就业地域选择倾向，临床医学专业分别为东、
中部城市 78． 50% ( 86 /93) 、西部和基层 2． 15% ( 2 /
93) 、家乡所在地 19． 35% ( 18 /93) ; 护理专业分别为

东、中部城市 83． 33% ( 55 /66 ) 、西部和基层 4． 55%
( 3 /66) 、家乡所在地 12． 12% ( 8 /66) 。临床医学与

护 理 专 业 学 生 均 倾 向 于 到 东、中 部 城 市 就 业

( 78. 50%，83． 33% ) ，较少选择到西部和基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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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5%，4． 55%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528) 。
2． 3 对成功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的看法 对成功

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的看法，临床医学专业分别为

知识储备 23． 66% ( 22 /93) 、综合能力 41． 94% ( 39 /
93) 、社会关系 9． 68% ( 9 /93) 、实际操作能力实践经

验 24． 73% ( 23 /93 ) ; 护 理 专 业 分 别 为 知 识 储 备

10. 61% ( 7 /66) 、综合能力 34． 85% ( 23 /66) 、社会关

系 7． 58% ( 5 /66) 、实际操作能力实践经验 46． 97%
( 31 /66) 。对“知识储备”和“综合能力”认可程度临

床医学 专 业 学 生 ( 65． 60% ) 高 于 护 理 专 业 学 生

( 45. 46% ) ，对“实际操作能力实践经验”的认可程

度，护理专业学生 ( 46． 97% ) 高于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 24. 73%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9) 。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临床医学专业与护理专业学生在

首选毕业去向、对成功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的看法

问题上均存在差异，原因可能与临床医学专业、护理

专业的社会需求和目前就业形势有关，也可能与本

研究选择的样本有关。
调查显示，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

的比例大于临床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考

研意向大于护理专业学生，这种差异首先可能与其

社会需求及目前就业形势有关。目前护理专业已被

列入国家紧缺人才专业［1］，就业形势较好; 此外，随

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也

促进了对护理职业需求的增加，因此，护理专业选择

毕业后直接就业的人数比临床医学专业多; 而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就业压力比护理专业学生大，促使他

们更多地选择毕业后考研深造。
对就业地域的看法，临床医学专业和护理专业

学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倾向于在东、中部城

市就业，对到西部和基层地区工作的意愿则不强烈。
这可能与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大学生陈旧的择业观念

有关。偏远地区和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设施简陋，用

人机制不灵活，发展空间有限等客观问题［2］，在一

定程度上打击了医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热情。因

此，在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的同时，国家也应

积极为医学毕业生创造到西部及基层就业的条件，

提高到基层及西部就业大学生的福利待遇，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建设和服务条件，使优秀的医

疗人才能够自愿去基层及西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并

留下来，提高基层、西部医疗卫生单位服务能力的同

时也拓宽了医学生的就业空间。
本调查中，对于成功求职最关键助力因素的看

法，临床医学专业对“知识储备”和“综合能力”认可

程度比护理专业学生高，而护理专业对“实际操作

能力实践经验”的认可度高于临床医学专业，这可

能与职业特点有关，即社会对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

的要求侧重点不同。临床医生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

基础知识、较高临床实践能力、较强的人文精神和学

习能力［3］; 而对护理专业的要求更多的是强调培养

“应用型”人才［4］。即对临床医生来讲，不但要掌握

丰富的医学知识，对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 而对护理

工作来讲，在掌握一些基本医疗知识基础上，更注重

对其护理动手能力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传统的观念和思想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

求，面对多数医学生不愿到偏远地区或基层工作的

社会现实，首先需要社会的舆论宣传引导，作为一名

医学生，应该学细、学精专业知识，成为合格的医生，

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高校

应担负起多方面培养学生的责任，加强教育宣传，引

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培养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引导

学生做好职业规划，针对医学就业市场对临床医学

和护理专业学生的不同要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

此外，当前的医学生就业市场日趋饱和，医疗卫生单

位对医学生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就业出现了“博士受捧、硕士受限、本科生受阻”
的状况［5］，因此，无论从就业角度还是医学生自身

发展角度，都应大力提倡医学本科生注重更高层次

专业知识和综合技能的学习，加强临床实习环节学

生重视度［6］，通过更多的实践机会锻炼提高，更好

地实现服务社会、救死扶伤的天职。
本研究对象选取的是新乡医学院在校本科生，样

本的代表性具有一定局限性，研究结论是否适合其他

地区、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有待进一步研究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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