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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学生确立自主学习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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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高等医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掌握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至关重要。然

而，大多医学专业的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而严重缺乏主观能动性。医学知识涉及的内容广、难度大，初学者很难

迅速掌握其精髓之处，因此确立一种高效的学习模式帮助医学生更好的理解并掌握专业理论是医学院校教育改革的重点。自主

学习能力是现代教育学所提倡的相对于传统学习模式的一种现代化学习理念。自主学习的主体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要求主

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我督促、自我激励，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完成高效的学习，帮助学生牢固地掌握专业理论，同时又可以灵活

的运用在临床实践中。本文通过对自主学习的含义进行阐述，分析医学生确立自主学习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如何确立自主

学习观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推进我校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度，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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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Concept
for Students in Medical Major*

At the present, the essential responsibility for education in higher medical universities is to cultivate the comprehen-
sive capability of students. However,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medical major have been adapted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and lack of ini-
tiative activity.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for the beginners because of the medical theory is extended and penetrat-
ed. Therefore, it's important for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of medical universities to set up a highly efficient learning mode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and master the specialized theory better and deepe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s a kind of learning concept that is advocated
by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contrary of the traditional one. On the proces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students are the sub-
jects who perform as a controller of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self supervision and the self-motivation so as to accomplish an efficient
work independently that could help them grasp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firmly and apply to the clinical practice flexibly.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our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by coming up with few suggestions by
expounding the meaning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concept for students in medical major.

Students in medical major; Autonomous learning capability; Higher education

前言

当前医学模式的变化使医务工作者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适

应社会变化的需求[1]。对于医学生来说，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

者，必须将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承担起来，随着医学模式的改

变以及社会的进步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掌握

更多、更为重要的知识才能满足当前医学发展的要求，才能在

社会中立足[2]。学习态度是提高成绩获得知识的重要前提，只有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才能获得质的飞

跃[3]。自主学习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促进医学生最大效率的

自主获取知识，并主动运用于临床，对医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

和锻炼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客观环境和主观能力两方

面展开讨论，分析目前医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建议，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主动性，为提升医学院校的教育教

学质量提供可借鉴的资料。

1 自主学习的理论依据

1.1 自我知识的构建
自我知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方法主动获得

的知识，自我知识往往能够在学习者心中有较深的印象。学习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改革研究课题（2012B20）

作者简介：刘祖娟（1978-），本科，研究方向：医学生管理与教学 E-mail：1185357051@qq.com，电话：15823098393

△通讯作者：林海（1975-），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医院实习管理教学以及医院科研项目研究

（收稿日期：2013-11-16 接受日期：2013-12-12）

doi: 10.13241/j.cnki.pmb.2014.12.039

2349窑 窑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4 NO.12 APR.2014

者自主学习就是在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下，自主获得知识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更是学习的主

体[4]。因此，在知识构建的过程中自己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十分重

要，并能够尽可能的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扩充能够构建的知识

框架。

1.2 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的最大特征是主体性和参与性，其中主体是学生

自己，自主学习的本质是学生在不依靠老师的指导下，根据自

己的能力及特点，正确评价自己，按照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计

划实施，在学习内容、时间等方面进行自我选择。并能够在自我

选择的基础上灵活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最大的

能力，做到最大效率的完成既定计划。

1.3 自主学习的方法
大学生对学习方法的选择非常重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是医学生有效掌握知识并应用于临床的重要前提，对于医学生

来说，学习方法的选择，是否适合自己，能否游刃有余，可否对

自主学习产生作用，并能够影响着整个学习效率[5]。

2 医学生自主学习观确立的必要性

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预备

队和生力军，面对医学这个复杂的知识体系，作为医学生，必须

有足够而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6]。由于医学是一门更新十分迅

速的学科，作为未来卓越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自主学习以

及研究问题的创新能力，这些都需要医学生培养自己够强的自

主学习能力。

2.1 自主学习的态度
医学生在经过里三年高中生活之后，刚刚进入到医学院

校，大多会有较强烈的热情，对医学事业的憧憬。他们在心理上

产生了独立、自主、自强的信念，希望自己能够被社会接受，能

够在社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大多数医学生会把自己的热情付

出在医学知识的学习上，能够有较强烈、足够的动力促使自己

找到合适的方法进行自主学习[7]。

医学生的学习态度决定了他们自主学习的效率，只有正确

的学习态度，积极面对并能够全心身投入到医学知识的掌握过

程中，才会有自主学习的高效率[8]。医学生心理认知的程度是其

自主学习的基础，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学习潜能是其自主学习的

能力要求，每一位医学生必须具有主人翁的精神，发挥其主动

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2.2 学习方式的改变
我国的传统教育模式是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大

多数学生采取的都是接受式的学习，基本没有真正采用过自主

学习[9]。在大学之前的学习过程中，应试教育的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压抑了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抑制了医学生进行

自主学习的动力。当进入医学院校后，慢慢开始自己独立、自主

的学习方法，大多数医学生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和摸索，寻求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10]。这种学习方式的改变对于医学生来说

至关重要，只有及时准确的完成学习方式的改变，才能使其真

正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效率。

当然，自主学习不是完全的自己独立学习，而是应该在学

校以及教师的指导、启发下进行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培养，

有意识的培养和发展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性思维[11]。对于

医学生来说，积极适应医学院校的学习环境，改变中学时期的

接受式的学习模式，根据自己的计划以及能力，构建合理的知

识网络，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2.3 对医学具有前瞻性
目前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培养未来的医生，这需要当前的医

学生具有对未来医学知识的前瞻性，中国未来医生需要具备的

能力必须能够满足未来医学事业的需要，主要包括与患者及同

行之间交流的能力、从网络上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基础科学

于临床医学的能力等等，这都需要医务工作者在未来的工作者

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学习能力[12]。每一位合格的医生都必须

具备医学知识精湛、创新思维、道德品德高尚、团结精神等多种

素质，从医学生到医生乃至未来的医学专家，每一步都需要刻

苦的努力，都需要自我探究及自我激励。医学生是医学知识学

习的开始，从医学生开始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使得自

己在未来的从医过程中始终积极有效的获取到最新的知识，能

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3 医学生自主学习观确立的方法

对于当前医学生来说，医学知识的复杂性以及需要掌握的

内容十分庞杂，高效率的自主学习能够帮助医学生扎实的掌握

各种知识和技能[13]。针对当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自主学习能

力较低的情况，我们进行全面的分析及研究，剖析问题的关键，

探索新的培养方法，从六个方面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1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十分重要，没有

足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不会使医学生有兴趣自主学习的，更

不会有最高的效率。只有启发医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促使医

学生专心的获取知识，掌握技能[14,15]。

3.2 增强学生学习的计划性
自主学习过程中，计划是必须的，只有制定好周密的计划，

才能在适当的时间明确自己的任务，才能有动力促使医学生最

大效率的完成既定的计划。自主学习只有建立在周密的计划

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

3.3 提高学生的自我评价
学生的自我评价指的是学生在自主学习之后自己给自己

的评价，对自己这段时间内学校效率的肯定[16]。在周密的计划

下，在充足的积极性下，提高学生的自我评价，有助于学生在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发挥最高的主观能动性，获得最高的效率。

3.4 提高学生自我调节能力
大学生欠缺自我控制能力，需要老师或者家长的约束。自

主学习要求学生自我控制自己，灵活运用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既不能无拘无束的玩又不能一味的学，大学生应能调节自己的

学习行为与情绪影响的关系，恰当的处理学习与生活的矛盾，

更好的实现自主学习。

3.5 提高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根据学校转型发展战略路线和学校十二五规划改革思路，

当代医学生应当掌握自主学习、结构性学习以及创造性学习的

方法，要学会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掌握科学原理和试验方

法，做到导学、自学、博学和活学，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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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17]。所谓，只有自主，才能创新。

4 讨论

自主学习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 70年代的美国，自主学
习在我国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学习论领域研究的新突破，而且，

对我国教育体系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自主学

习主张学习者以协商的形式进行学习，共同进行问题的探究，

让学习者以主人翁的精神活动于各种学习过程中，学习内容符

合学习者自身的需求，在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再是纯粹

的知识灌注，而是给学习者进行指导和提示，这种学习方式能

够积极带动学习者的积极性，能够使其按照自己的兴趣最大效

率的获得知识和技能[18]。

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需要掌握大量的医学知识和

技能，并且需要医学生练就一种过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以便在

未来工作过程中高效的获得最新科研成果，并且应用于临床实

践[19]。医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的知识仅仅是医学生涯中小小的一

部分，大部分的医学知识需要在工作过程中获得和掌握，因此，

对于医学生来说，掌握过硬的医学知识是在学会自主学习的基

础之上的。

针对当前医学生自主学习，高校教师可以在教学方式上进

行创新，在教学过程中摆脱灌注式的教育模式，开展研究性的

学习，充分发挥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得其能够最大程度的

自觉主动的获取知识，并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问题[20]。制定一

段时间以来的学习计划，并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等方法都可以

有效的管理和使用自己的学习时间与资源。改善客观环境上，

主要通过强化思想教育、改善管理、进一步提升硬件设施、创造

浓厚学习气氛的方式；培养主观能力上，主要通过引导和强化

专业知识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校和学生队组织课内外学习活

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拓展视野，不定期邀请著名学

科专家进行讲座为学生注入新的思想和理念、对优秀学生和进

步学生进行相应嘉奖并进行经验总结。培养医学生主动思考和

探索能力，加深其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和变通。另外，高校教师可

以对医学生进行方向上的引导，引导学生如何高效的进行自主

学习。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学生自身特点，指导学生进行

医学知识的探究和理想信念的追求，促进医学生的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当代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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