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专业的兴趣（感兴趣或比较兴趣）”“社会群体对护理职业

的认可度（认可或比较认可）”“目前医院聘用高学历护理人员

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

３　讨　　论

提高护生护理专业承诺度，对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意义

重大。除了社会应增加对护理行业的支持与理解、医院应对护

理岗位进行规范化管理外，学校的针对性教育更应引起重视。

本院护生的护理专业承诺度总均分水平较低。其中，最低总均

分为（４３．７３±１３．１５）分（低值３２分）；最高总均分仅（７６．６０±

８．９７）分（满分１３２分）。在护生的一般情况中，发现不同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期末平均成绩的不同、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无

护理意愿的两组护生承诺总均分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其中，不同性别、有无护理意愿的两组护生护理专业承

诺度总均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本研究结果显

示不同性别护生护理专业承诺度总均分和各项均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女护生护理专业承诺度各项均分

和总均分都比男护生高，对本专业的认同感更强烈，这与类似

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５６］。外科、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许多科

室的护理工作都需要男性担当，这为男生从事护理工作奠定了

基础。但男生在本次调查中只占总调查对象人数的１０％，说

明女护生仍是就读护理专业的主力。有护理意愿的护生在专

业努力意愿、专业生涯涉入、专业正向评价和护理专业承诺度

总均分都与无护理意愿组的护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由此可见，上述因素对护生学习、工作直至优质化护理

工作的开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护患关系（好或比较好）”“护理专

业的兴趣（感兴趣或比较感兴趣）”“社会群体对护理职业的认

可度（认可或比较认可）”“目前医院聘用高学历护理人员制度

（合理或比较合理）”是影响护生护理专业承诺度的主要因素，

其中护患关系作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对护生的护理专业承诺

度产生了很大影响。护患关系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护生在临

床实习期间产生排斥、恐惧心理，甚至最终因此放弃护理职业。

学校除了加强护理专业的教学基础条件等 “硬件”设施建

设、改善教学条件外，师资力量、教学技术等“软件”建设也不容

忽视。担任护理本科教学的教师师资队伍力量比较薄弱，其中

医生及大专学历的护士占有较大比例［７］。医生对护理知识比

较缺乏，在教学过程中会偏重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对护生造成

了重医轻护的不良影响；低学历护士老师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

有限。因此，应注意培养和选择高素质、强能力的护理专职

老师。

学校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升护生的专业兴趣，不断给护

生灌输 “医无德，不堪为医”的职业价值观［８］，牢记自身的使

命、责任和力量，谨记自身是代表圣洁、爱心和希望的“白衣天

使”。例如，学校可以在每年的５·１２护士节举办南丁格尔及

南丁格尔获得者事迹讲座，经常邀请优秀的护理工作者进行交

流，举办庄严的临床实习仪式等，通过这些来提高护生对护理

专业的兴趣和承诺度。

综上所述，护生的专业学习态度和行为会直接影响他们未

来的职业生涯。针对护理队伍中高学历护士流失较严重的情

况，提高本、专科护生的护理专业承诺教育应引起医院、社会，

尤其是学校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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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探索

苏　海，苏祖禄，张　毅，贺学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神经外科，重庆　４０２１６０）

　　【关键词】　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　神经外科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４．０４．０６０ 文献标志码：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４）０４０５６１０２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多注重临床能力的培养和训

练，毕业后便可达到高年资住院医师的相应临床能力和水平，

却忽视了对科研能力和科研技能的培养。但在当代社会，一个

好医生越来越强调全面性和创新性，不但要有过硬的临床知识

和临床技能，同样也要求懂得和运用科研手段，在临床诊疗过

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诊治新理念。如何提高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成为研究生教育工作中需要刻不容

缓的问题。作者结合神经外科的实际情况，探索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１　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现状

中国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探索，改变了以往

只有医学科学学位的单一设置，开设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推

动了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观念和模式的转变，旨在打造一支高

水平、高素质的临床医疗队伍，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满足群众

对医疗技术日益增高的需求［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以

临床能力、临床技能的训练为最主要目标和最终的考核要求。

因此，无论是导师还是研究生，都以此为目标，只注重临床技能

的培养，而缺乏科研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少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科研素质偏低、科研能力不强，已成为较突出的培养质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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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２］。这一问题表现在多方面，比如研究生学习中潜心钻研、

探索的氛围不浓，学位论文中资料堆砌的成分过多、研究和创

新的部分少，对研究知识和方法的了解和利用较为缺乏等。这

些问题将会成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将来成长和发展过程

中的潜在制约因素。

造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不足的原因有很多。首先

是导师和学生的认识不足。在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过程

中，很多导师都认为临床技能的培养、“三基”的训练是最主要

的目标，临床能力才是最终的考核要求，因而忽视了科研能力

的重要性。很多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也存在固有的应试教育

思想，为了毕业和学位而学习，缺乏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对待

科研课题的钻研态度。其次，繁杂的临床工作让导师和研究生

都忽视了科研能力的培养。目前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都

是临床医生，是学科的教授和专家，每天都有日常的诊疗、查

房、手术等工作，而繁琐的临床工作会让导师缺乏时间和精力

指导学生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而同样从事临床工作的研究生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

尽管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进入医院从事专

业的临床诊疗工作，但如果作为临床上的高级人才，也应能具

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使临床医疗质量能得到更

快提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医疗。可见，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

科研能力培养既是医学研究生教育本身目标，同时也具有现实

紧迫性。

２　临床工作中科研能力的培养

科研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表现为信息的分析和加工能

力、具体情况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实践行动及执行能力以

及申请课题和撰写科研论文等能力［３］。科研能力培养的核心

就是培养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多方面积累的过

程。因而，科研能力的培养需要贯穿于日常的学习和临床诊疗

工作中。结合神经外科的具体情况，通过病案讨论式的教学

法、问题教学法（ＰＢＬ）以及定期开展读书报告会培养研究生的

科研能力。

针对神经外科患者一般病情重、病情复杂的特点，开展病

案讨论，充分发挥专业学位研究生对疾病的诊疗工作熟悉，热

情高的特点，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多地采用启发式、

研讨式、参与式的教学，提高研究生的总结能力和分析能力。

有目的地指导研究生对一些特定病例进行收集和整理，有针对

性地开展一些疾病统计，对于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进行分析，

提高学生对统计学方法的应用能力［４］。同时在神经外科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实际培养过程中，还引入问题教学法，以问题为

载体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不但使学生在设问和释问的过程中提

高自主学习的动机和欲望，不断优化学习方法，还能够有效地

督促专业学位型研究生阅读国内外专业文献，培养研究生查阅

文献的能力及加强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科学性［５］。

定期开展读书报告会，为临床型研究生和科研型研究生提

供交流平台，共同分析和讨论科研型论文中的目的、方法和结

果的分析。读书报告原本是一种实用性体裁，它可以帮助记

录、复习学过的知识并提高概括能力、综合能力、分析能力和评

判能力。但读书报告会不仅仅是对文章的交流，更多的是思想

的交流，对创意、想法的交流，对科研设计、结果分析的交流，不

但可以拓展研究生的知识面，还能开阔研究生的视野，积累更

多的想法，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好的基础。

３　积极鼓励研究生参与临床研究工作

由于课程设置的限制，神经外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并没有时

间和机会进入实验室进行基础的科研工作，但临床的科研工作

一样可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因而有必要鼓励和支持专

业学位研究生更多和更广泛地参与到实际的临床研究课题中，

让研究生了解临床科研课题的立项过程、意义及实验技术，总

结和分析研究结果，培养他们在科研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逐渐提高研究生探索性思维和科研技能的能力，为

今后独立申报科研课题、承担科研项目，撰写科研论文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但是目前我国医学研究的现状是重基础研究而轻临床研

究。不但各种类型的医学研究基金更多地倾向于资助基础研

究项目，而且国内很多影响力高的医学杂志也倾向基础类研究

文章，因而研究生导师主持的临床研究课题很少，能为专业学

位研究生提供的舞台和实战机会也就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广大的导师从教育角度提高对临床研究课题的热情，积极

投身临床课题的申报，主持更多的临床研究课题，为学生提供

实战机会；也可以鼓励和指导学生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临床

研究，规范化地训练学生自己立题、完成研究内容，分析研究

结果［６］。

神经外科是临床工作繁重的学科，只有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条件下提高医学临床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科研能力，努力培养出当代神经外科高质量专业人才，

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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