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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专业认知是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培养目标+ 学

习内容和要求以及将来从事职业的工作特点+ 内容

和发展方向有较为清晰的整体认知! 是大学生培养

专业情感及稳定专业思想的基础% 专业认知能力强

的学生既能客观+ 正确地认识自身专业! 形成持

久+ 稳点的专业认同感! 也能采取积极高效的专业

认知行动-* '$.

% 在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大背

景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专业认知及其影响因

素! 探究提高专业认知的可行途径% 卫生信息管理专

业担负着为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的重要使命! 自设立至今已有 "# 余年-M.

% 在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人才是根本! 是基

础-(.

% 张敏-%.等指出我国未来医疗机构信息化人才

需求将不少于 "# 万人! 然而目前高职院校卫生信息

管理专业存在生源不足+ 接收调剂及就业对口率不高

等状况! 难以满足卫生信息化建设需求% 高职生的专

业认知对其技能学习+ 今后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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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

% 本文基于学生视角! 以专业认知为切入点!

分析影响专业认知的因素! 探求提高高职卫生信息管

理专业学生专业认知水平的有效方法%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在校

生% 为全面了解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 于 "#*2 年

*" 月对该专业在校生开展普查! 共 $ 个年级! 总人

数 2% 名% 大一新生尚未接触专业课程$ 大二学生

已开始学习专业核心课程和参加专业见习活动$ 大

三学生在实习单位参加实习%

#$#"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3.基础上自制调查问卷 &卫生

信息管理专业学生专业认知调查'! 由 * 名教授+

两名副教授+ 两名讲师和 ( 名学生组成小组! 对问

卷条目及内容进行修订% 问卷分为 $ 个部分! 一是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 民族+ 年级+ 户籍所在地+

生源地+ 父母最高学历! 共 % 个条目% 二是高考时

志愿填报情况! 包括是否为第 * 志愿+ 影响填报的

首要因素+ 信息来源 $ 个条目% 三是专业认知情

况! 采用 /̂I69:式 ( 点量表法! 包括 $ 个维度! 即

专业认识 (2 个条目*+ 专业认同感 (% 个条目*+

专业认知行动 (2 个条目*% 计分规则为 ( 分制! 非

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 非常同意分别

计分为 *+ "+ $+ M+ (% 总得分越高说明认知度越

高! 反之则较低% 问卷信度 #+,M%! 内容效度

#+3,M% 问卷由各年级辅导员发放% 对于问卷的填

写目的+ 方法等!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解释% 共发放

问卷 2%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 份! 有效回收率

*##c% 采用 gTgg"*+# 统计学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

录入分析% 采用频数+ 百分比描述! 计量资料i

/

pg

描述! 统计方法为 !检验或 2检验! 以 Xr#+#( 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一般资料

本次问卷共调查 2% 名学生! 其中一年级 "% 名

($M+"*c*! 二年级 "# 名 ("%+$"c*! 三年级 $#

名 ($,+M2c*$ 男生 *3 名 ("$+%3c*! 女生 (3 名

(2%+$"c*$ 汉族 %( 名 (3(+($c*! 少数民族 **

名 (*M+M2c*$ 城市户籍 $$ 名 (M$+M"c*! 农村

户籍 M$ 名 ((%+(3c*$ 生源地为天津地区 *, 名

("(c*! 其他地区 (2 名 (2(c*$ 父母最高学历初

中及以下 $( 名 ( M%+#(c*! 高中或中专 "( 名

($"+3,c*! 大专或本科 *( 名 (*,+2Mc*! 研究生

及以上 * 名 (*+$"c*%

%$#"高考时志愿填报情况

高考时第 * 志愿填报的学生 "3 名 ($%+3Mc*!

非第 * 志愿填报学生 M3 名 (%$+*%c*% 影响志愿

填报的首要因素! 选择高考分数限制和个人意愿的

学生均为 *3 名 ("$+%3c*! 父母或他人建议 *( 名

(*,+2Mc*% 对于选择当前专业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通过招考指南 $" 名 (M"+**c*! 教师指导 *M 名

(*3+M"c*! 网络媒介 ** 名 (*M+M2c*%

%$%"专业认知情况

%"%"#$总体情况 !表## !学生专业认知总体得

分 %3+", 分! 每题平均分都大于 $ 分% 其中专业认

知行动方面得分最高! 专业认同感方面得分较低%

从标准差角度看! 专业认同感方面标准差最大! 其

次为专业认识%

表!"专业认知总体情况

项目 专业认识 专业认同感 专业认知行动

人数!!! 2% 2% 2%

每题平均分 $+$3 $+"( $+(,

每题标准差 #+3$ #+3( #+2$

题数!!! 2 % 2

平均分!! "$+%% *,+(# "(+*$

总分!!!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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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面专业认知情况 !表!#

表#"不同层面专业认知情况

因素 项目 同意情况 ('!c* 不确定情况('!c* 按同意情况排序

专业认识!! 了解本专业的培养计划 M" (((+"%* "$ ($#+"%* M

了解本专业的学习要求 M$ ((%+(3* $" (M"+*#* $

了解本专业需要掌握的专业技能 M( ((,+"** *$ (*2+*#* "

了解本专业的优势 $2 (M3+%3* $# ($,+M2* 2

了解本专业的劣势 M3 (%$+*%* "" ("3+,(* *

了解本专业就业方向或就业岗位 M* (($+,(* "M ($*+(3* (

了解本专业未来发展趋势 $, ((*+$"* "3 ($%+3(* %

专业认同!! 学习越深入对专业的认同感越强 $2 (M3+%3* "2 ($(+($* "

学习当前专业是个快乐+ 充实的过程 $( (M%+#(* "3 ($%+3(* $

学习到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M% (%#+($* "" ("3+,(* *

从内心接受这个专业 $* (M#+2,* $* (M#+2,* M

对专业发展前景很有信心 $# ($,+M2* $# ($,+M2* (

毕业后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 $# ($,+M2* $( (M%+#(* (

专业认知行动 乐于通过各种渠道! 收集专业相关信息 M* (($+,(* "% ($M+"** M

乐于讨论和分享专业学习心得体会 $2 (M3+%3* ", ($3+*%* %

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加深对专业认识 M* (($+,(* ", ($3+*%* M

主动设定专业学习计划 $3 ((#+##* $* (M#+2,* (

将本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作为学习榜样 M3 (%$+*%* "" ("3+,(* *

积极参与专业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M% (%#+($* "M ($*+(3* "

根据就业的实际需求来指导专业学习 M( ((,+"** "2 ($(+($* $

注) (** 同意情况分为 ( 级)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 同意情况计算方法) 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人数-总人

数s*##c% ($* 不确定情况计算方法) 选择不确定的人数-总人数s*##c%

%$&"不同情况学生专业认知比较 %表%&

不同年级学生专业认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2! Xo#+##*% 比较不同性别+ 民族+ 户籍+

生源地+ 父母最高学历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表%"不同情况学生专业认知比较

基本情况 类别 专业认知 (分* !值或2值 X值

年级!!!! 一年级!!!!! (3+M# p*(+M# !o*%+#2 #+##

二年级!!!!! 2#+## p**+%# '!!! '!!

三年级!!!!! 2(+3# p*M+"# '!!! '!!

性别!!!! 男!!!!!!! %(+"# p*,+"# 2o#+3$ #+M%

女!!!!!!! %,+"# p*(+"# '!!! '!!

民族!!!! 汉族!!!!!! %3+M# p*%+M# 2o#+$" #+(2

少数民族!!!! %%+3# p*M+%# '!!! '!!

户籍!!!! 城市!!!!!! %(+M# p*2+3# 2o*+$( #+",

农村!!!!!! 2#+M# p*M+%# '!!! '!!

生源地!!! 天津!!!!!! 2*+"# p*%+"# 2o#+,M #+M$

天津市外其他地区 2$+M# p*(+%# '!!! '!!

父母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2#+2% p*M+M, !o*+#% #+(#

高中或中专!!! %2+2" p*(+*% '!!! '!!

大专或本科!!! %M+"" p"*+"% '!!! '!!

研究生及以上!! (,!!!!! '!!! '!!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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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情况对专业认知的影响

高考时第 * 志愿填报的学生与非第 * 志愿填报

的学生比较 (2o'#+3(! Xo#+M"*!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讨论

&$!"高考时志愿填报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填报比例并不理想! 很多学

生服从调剂进入专业就读! 对专业认知初浅+ 模

糊! 认知起点偏低% 学生选择当前专业最主要的信

息来源是招考指南! 其次为教师指导和网络媒介!

这与毛芳才-".的研究结果一致% 学生选择当前专业

的信息来源是其初步形成感性专业认知的基础% 因

此应重视招考指南的作用! 将专业的特色+ 培养方

向+ 发展趋势等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表述! 以吸

引更多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专业% 同时侧面反映

出专业宣传的力度不够! 吸引生源的方式较为单一

和局限! 信息来源少将影响专业的报考率% 而新媒

体对青年群体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 建议在当今信

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充分利用新媒体这一有效途径

加强专业宣传% 如卫生信息管理专业可开发具有专

业特色的手机)TT! 创建专业微信公众号+ 官方微

博等! 开辟专门的新生板块! 图文并茂佐以视频介

绍专业的培养方向+ 课程设置+ 发展趋势+ 师资力

量等! 与学生保持实时互动交流! 答疑解惑%

&$#"专业认知情况

专业认知是学生对专业的自我认识+ 认知实践

的过程% 学生专业认知总体得分 %3+", 分! 每题平

均分都大于 $ 分! 处于中等水平! 学生对于专业需

要掌握的技能+ 学习要求+ 培养计划等有一定的了

解! 产生专业认同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如将本专业

的优秀毕业生作为学习榜样!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等% 从标准差角度看! 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个体差

异较大! 可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沟通和引导% 对

专业认知按同意情况排序! 发现学生对专业优势+

未来发展趋势+ 发展前景认知度较低! 存在茫然感

和不确定性! 影响学生毕业后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的

意愿! 就职过程中难以坚持专业思想% 同时学生对

专业认知缺乏主动性! 对于主动设定专业学习计

划! 讨论和分享专业学习心得体会等认知行动存在

很大的激发空间! 需要正确的引导% 如可在专业认

识层面! 加强对专业优势+ 国家发展政策+ 用人单

位的人才需求情况等介绍$ 在专业认同层面! 开展

优秀毕业生的经验交流+ 师生参加行业竞赛的获奖

视频宣传等活动! 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荣誉

感$ 在专业认知行动层面! 改进教学方法! 以教师

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 培养学生专业学习的自觉性! 鼓励学生不断去

感悟专业学习的快乐! 体会分享专业学习成果的成

就感和幸福感!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认知%

&$%"专业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对不同基本情况及不同高考志愿填报情况的

学生专业认知情况进行比较! 发现年级是影响专

业认知的重要因素! 大三学生的专业认知度高于

大二学生! 大二学生高于大一学生% 主要因为大

一阶段学生学习公共课程和基础医学课程! 尚未

接触专业课程! 仅依靠新生入学初期的专业教育

讲座难以达到树立正确专业思想的效果% 而大二

学生开始学习专业核心课程! 参加专业见习! 大

三学生正在进行实习% 尤其是大三学生对所学专

业能达到较为全面+ 系统的认识% 任建立-*#.等研

究表明采用专业认知教育方案能够提高新生专业

认知水平! 韩春蕾-**.等也表示同样的观点% 因此

抓好入学教育! 开展专题活动! 包括人才培养方

案的解读+ 专业认知主题班会! 参观校内外专业

实训室! 聘请行业专家开展系列专题讲座! 邀请

优秀毕业生进行经验交流! 设立专业指导较师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年级学生专业认知存在差

异的内因是从专业设置+ 课程设置到教学环节缺

乏对学生的有效教育-2.

% 建议创新课程设置! 优

化教学环节!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设计具有层

次性和阶段性的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

由浅入深地将专业课程设置于大学 $ 年全过程!

早见习+ 多见习! 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度%

,(3,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3,/)+0-5346!"#$%!789:&'!,8:'



'"结语

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将影响其学习兴趣和职业稳

定% 学校和专业所属系部应围绕专业培养计划+ 发

展前景+ 就业方向等加强专业宣传! 在学生入学初

期需采用专业认知教育方案% 同时应注意不同年级

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 加强专业教育! 创新课程设

置! 优化教学环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认

知% 受多方面条件限制! 本研究调查对象较为局

限! 下一步将扩大样本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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