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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师职业精神是优秀医师的灵魂，是影响医师临床工作能力的重要因素；医师职业精神引领

着医学前进的方向，也是医师职责的旗帜。高质量医师职业精神的测评工具是调查、分析、监测并改

善医师职业精神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就国内外医师职业精神概念、教育和测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

总结，以期为国内医师职业精神测评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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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is the soul of excellent doctor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doctors' 

clinical work ability.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leads the direction of medicine and is also the banner of doctors' 

responsibilities. The evaluation tool of high-quality doctors' professionalism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investigating, analyzing, monitoring and improving doctors' professional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concept,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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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努力实现

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职业教

育要求进一步提高，不仅需要过硬的职

业技能人才，同时也需要这些技术技能

人才具有崇高的职业精神。所以，加强

职业精神教育，提高职业精神水平，实

现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高度融合，已

经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追

求。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

加快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提高

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作出了系统部署。医

师职业精神是培养优秀临床医师的根本

需要，是临床医师更好地从事诊疗活动

的基础，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提供优

质医疗服务的前提。目前医师职业精神

培养和测评尚处在摸索阶段，本文就国

内外医师职业精神测评的研究进展进行

综述。 

1 职业精神的概念 

职业精神是在职业这一特定过程中

逐步积累的一种意识的标准，是被多数

人所认同与追求的思想品质、价值理念、

道德情操。职业精神强调责任心，但职

业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

不断发展的。职业精神是职业生存和发

展的本质，保障着职业的神圣优越。 

2 医师职业精神的概念 

2.1国外医师职业精神概念分析 

医师职业精神是影响医师临床工作

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现有的国内外文

献的研究表明，目前尚未有一个可被接受

的医师职业精神的准确定义。英文中的

“medicalprofessionalism”是医师职业

精神的来源，其中“professionalism”

一词的意思是某个体成员在某组织内工作

时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态度和技术。美国

内科学理事协会在1999年则将责任、卓越、

利他、义务等界定为“professionalism”

的要素。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和美国内科

学基金等组织在2002年发表《新世纪的

医师职业素养——医师宣言》，指出医师

职业精神不仅包含良好的临床知识和技

能，还包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沟

通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富有人文精神、

利他精神和责任心。美国外科医师学院

的理解是：医师在职业活动中应该具备

的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

是医师职业精神的内涵。 

2.2我国医师职业精神概念 

我国专家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界定和

阐述各有不同，分别从不同角度定义并

解读了医学专业精神。孟哲认为医师职

业精神是医师对工作行业的独特了解和



现代教育论坛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0 

Modern Education Forum 

认识，包含医师这个职业群体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王璐颖指出医师职业

精神的构成是多要素的，包含在医疗工

作过程中的所展现出来的人文精神、科

学精神和敬业精神。陈杰认为医师职业

精神的核心是患者利益高于一切，医师

职业精神教育应从了解、理解患者的需

求和心声开始。陈旻提出医师职业精神

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其中科

学精神是基础，人文精神则是主导。在

人文素养的引导下，医务人员能够规范

实施医学技术，二者相辅相成。 

3 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3.1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美国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近年来

发展迅速，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

RichardL.Cruess著，刘惠军 译，并由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职业

精神培育》（以下简称《培育》）是国外

研究医师职业精神培育系统的拓荒之

作。《培育》认为培育医师职业精神应贯

穿医学教育的始终，将医师职业精神培

育的理论与实践整合，突出以医疗实践

为中心的职业精神教育，提出建立“认

知学徒制”的培育模式。据报道，美国

许多医学院校开设了与医师职业精神教

育相关的特色课程，如哈佛大学、耶鲁

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分别开设了

医患关系课程、职业化与人文课程和医

患沟通课程。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形式灵活多样：有小组讨论，自我反思

活动和体验式学习等。同时，学校还利

用名医示范发挥榜样的道德示范作用，

通过宣传校训校风，组织参观生命意义

展室和遗体捐赠奉献碑等加强校园文化

方面的教育。 

3.2国内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我国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早源于

《黄帝内经》，至今已有千年历史,《黄

帝内经》要求医生不仅要医术高明，还

要有仁爱医心和严谨医风。而现代医师

职业精神的教育模式尚处于早期阶段，

且我国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存在不重视、

不系统、手段单一、方法陈旧等问题。

目前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教育主要是在

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于

晨、陈燕玲指出我国医师职业精神教育

的课程不被重视，课时所占比重偏少，且

设置不尽合理，课程单一，主要依靠“医

学伦理学”课程完成在校医学生的医师

职业精神教育。另外，医学人文教育与

临床实践脱节也是目前医师人文教育存

在的问题。教育的方式方法单一，多以

课堂讲授为主，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

方法应用很少，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

外，国内多采取开卷闭卷考试的考核方

式评价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难以体现

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的真实成效。 

4 医师职业精神的测量评估 

4.1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测量评估 

4.1.1自我评价量表 

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自我评价主要

涉及教育和心理两个方面。在教育方面，

是一种学习性的自我评价，主要指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过程或学习任务做

出的自我判断。在心理方面，与知、情、

意的心理过程相对应，主要指学生在一

定过程中对自我的认识、自我的态度、

自我的调控所做出的自我评价。2009年，

E.Andrew B.Symons等修改并调整了美

国医师委员会（ABIM）的职业精神量表，

该量表改变了原始问卷的第二人称表

述，将ABIM问卷调整为“自我评价量表”。

2010年5月—2011年2月，Mohammadreza 

Javadi等在测评伊朗药剂师的医师职业

精神时，首次使用了自我评估的问卷评

价。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参与研究者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

以及工作行业等；第二部分由26项具体

表述条目构成，主要涉及责任、义务、

利益冲突、利己主义和医师之间的关系

五项维度。该研究认为伦理课程与医学

课程对药剂师树立医师职业精神是非常

重要的。 

4.1.2标准化病人法（The Standardized  

Patient approach，SP法）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 

SP)是指通过标准和系统的培训后能够

准确、逼真和标准的模拟患者的真实情

况，在临床教学中能够承担患者、评估

者和指导教师三种任务的人。SP法，是

指在医师职业精神的考核过程中，SP

根据自己的感受，记录和评估医师的医

师职业精神。SP法由霍华德·博若斯

（Howard Barrows）博士在1963年首次

应用在心理学教学中。在SP法中，带教

老师创设医师职业精神的评价情景，在

医师在与SP的沟通过程中，SP法就以下

内容进行考核：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与语

言沟通障碍、如何告知消极的检查结果、

如何进行有效医患沟通、如何承认医疗

错误、面对危机如何自救以及如何配合

团队协作等。 

4.1.3 P-MEX职业化微型评价作业 

P-MEX职业化微型评价作业由美国

和东京的专家编制，是测量医师职业精

神的有效途径之一，带教老师在各种临

床环境中观察医师对病人例行的医疗行

为，利用编制好的结构式表格，从医师

对病人的态度、医师的专业知识与医师

的技能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进而反馈。

P-MEX的评估体系含有四个层面，包括医

患关系技巧、时间管理、反应能力和职

业间关系处理能力。每个层面又再细分

为24个具体指标，每个指标通过非常满

意、满意、不够满意、不能接受等四个

评分标准进行评价。 

4.2国内医师职业精神的测量评估 

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的测评研究起

步较晚，目前现场调查的文献也较少。

根据现有文献可见，我国对医师职业精

神的测评全部采用了自设的问卷调查形

式。2008年，叶枫等人在测量西南地区

某医院的临床医师的医师职业精神时首

次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该问卷分为

三个部分，即医师对十项基本职责可操

作性的认识、医师对基本职责重要性的

认识和医师对职业精神三项基本原则的

重要性的认识。袁蕙芸自设问卷进行调

查。该问卷包括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

学精神两个层面，从工作责任、道德良

知、职业态度、工作理想和工作作风等

五个方面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在职业

态度方面，认真负责和救死扶伤是必备

的医学人文精神，相互平等和严谨求实

是必备的医学科学精神。孔祥金等从病

人角度设计了测评的问卷，他认为患者

是医师职业精神 实际的受众对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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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医师直接服务的对象，患者的声音

是评估医师职业精神比较好的参照。患

者在就诊过程中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

能真实可信地反映出接诊医师的职业精

神。张海英等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首次构建并实践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职业精神和人文素养评价体系（以下简

称“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不仅在床

边和创设情景情况下于门急诊、临床技

能培训中心等地对医师的医患沟通、病

史采集和医疗应对能力等内容进行考

核。同时，在岗前培训、入科教育、出

科考核和年度考核时对医师职业精神进

行多维度的360度考核评价。此外，该评

价体系使用Min-CE，启用OSCE和DOPS等

手段进行形成性评价，在实践中实行全

程考核、评价，使医师对自身的医师职

业精神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形

逐步改进并完善。该评价体系对医师职

业精神的评价有全程化、连续化和系统

化的优点。 

5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国内目前情况来看，

对如何测量评估医师职业精神的关注度

不高，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是从研究者的

角度自行设置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的信

度和效度检验缺乏，且具有很大的主观

性。国外虽然有医师职业精神测评的专

用工具，但是我国与国外的国情并不一

样，所以直接将测评专用工具嫁接到国

内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还需不断探索

与研究，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师职

业精神测评工具和方法，以便医师职业

精神的调查、监测、分析和完善工作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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