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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颁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

要》中明确：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

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 核心是解决好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给 21 世纪

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长期以

来，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存在专业教育过窄、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分离的弊端 , 导致学生素

质降低 , 严重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大

学生新生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经历过高考

之后，步入了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他们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环境，正在完成高中生到大学生的

转变。然而，医学教育有其特殊性，专业性强，

课程内容多，学生自主时间较少，大部分学生

仍然继续着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新生人文知识普遍匮乏、心理素质较弱 , 心理

转变较为困难。但是大学新生的可塑性很强，

加上新生在高中阶段的成绩普遍较好，自主学

习能力强，如果能及时给予引导，发挥学生的

主体地位，就能更快地促进培养医学新生各方

面综合发展，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1 预防医学专业新生群体的特点 

我们选择某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新生为

观察对象，新生共有 49 人，47 人为 1997 年以

后出生的孩子，性格接近00后，他们思维活跃，

喜欢接触和尝试新事物，但又较为敏感，心理

素质较差。在入学后的心理测试中发现：在 49

人中，有 16 人出现了典型情绪不稳的症状，如

此高的比例引起了学生工作人员的重视。经过

进一步调研发现，新生情绪不稳主要与以下几

点有关。首先，在新生中，有 48 名学生的高考

第一志愿均为临床医学，入学后普遍存在一定

的心理落差，对将来的职业选择处于迷茫阶段。

另外，由于大一课程安排较满，有较多的考试课，

如人体解剖学、高等数学、英语、组织胚胎学，

大部分学生仍然继续着教室－食堂－寝室三点

一线的生活，感觉不到大学和高中的区别，对

学习方法如何调整存在一定的困惑，尤其外地

的新生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再者，由于该校社

团和相应社团活动较多，部分新生存在盲目参

加各种社团和活动的现象，这类同学往往感觉

时间不够用，学习比较吃力；而对于极少参加

社团的同学，他们基本很少社交，闲暇时间大

部分花在寝室，他们虽然被称为“学霸”，但

是却觉得生活枯燥。这和其他高校低年级预防

医学专业的学生情况类似 [1]。对于以上存在的

问题，如何及时有效的解决，让大学新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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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适应大学生活，保持健康的心理，全面发展，

成为一个高素质的公共卫生人才，是学生管理

工作人员面临的巨大挑战。

 2 多方位全面发展新生素质 

针对目前新生存在的问题，结合该校的实

际情况 , 提出在预防医学专业新生中开展素质

教育的原则和对策，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注

重人文精神和理想内化环节培养，提高大学新

生的素质。

2.1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医学

生的学习能力。自主学习是主动调节自己学习

过程的一种学习，强调学习者在认知、动机和

行为上的积极主动性 [2]。此外，自主学习也是

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和相对稳定的学习能力，

可以提高医学生的学习成绩，掌握基本知识，

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端正新生的学习态度。48 名新生高

考的首选志愿是临床医学专业，因此他们内心

或多或少对预防医学专业比较抵触。学习态度

是影响学习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通过让他们

加深对本专业的认识，树立对本专业的自豪感

和信任感，从而端正学习态度。可以通过开办一

些讲座，请本专业有名的专家来详细介绍预防

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也可以请已经毕业的优

秀校友返校和新生交谈，介绍预防医学各个专 
业的就业去向，让他们重新定位自己，明确目标。

其次，培养新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

习习惯可以提高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包括

安排学习时间、制定学习计划等。新生刚进入

大学后，普遍存在晚睡晚起的现象，晚起会导

致第二天吃不上早饭，精神萎靡，影响身体健

康和白天学习的效率。根据以上情况，再结合

该校英语社团的活动，即每周一 ~ 周五一教楼

2 层平台英语早读 7:30~7:50，可以鼓励同学们

积极参与。另外，由于 49 个新生分别来自全

国不同的地区，学习水平也有一定的差别，为

了让落后的同学把成绩赶上来，同学之间 2~ 

6 人结为一组，互相解答问题，一起学习共同

进步，将组员平均名次作为基准，与考试平均

成绩之差作为排名依据，前3组有一定的奖励。

再者，鉴于四六级考试的重要性，而学校又有

很多关于英语方面的活动，比如每周二 E 度放

映厅，每周四英语角等，鼓励大家充分利用学

校的资源参与这些英语活动。相关活动一般由

班内学习委员牵头，其他班委辅助来进行开展。

2.2   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对新生的健康，特别是生理机能

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研究 [3] 显示，经常进行体

育运动和不经常进行体育运动的学生心理健康

存在差异 , 特别是抑郁因子项在经常运动和不

经常运动的同学身上具有明显的差异。经常运

动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大学阶段学生容

易出现各种心理障碍问题 , 对大学生健全人格

的形成、身心健康的发展存在制约。以班级为

单位开展体育活动，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身体素

质，还能健全新生的心理素质，增强他们的集

体荣誉感。可以和不同专业的新生班联谊，开

展羽毛球比赛、足球比赛等，提高新生的身体

素质。这部分活动由班内体育委员来负责，其

他班委辅助来实施。

2.3   班内文艺活动的举行

校园文艺活动是校园文化活动的主要内

容，能引导学生们提高审美能力，对帮助大学

生确立高尚的人生理想、健康的人生哲学、乐

观的人生态度都是极其有益的 [4]。文艺活动开

展的目的也是为了丰富校园生活，更加充实学

生的闲暇时间，能够使大学生在学习之余体验

更多的生活乐趣，大学的学习任务远不及高中，

课程安排也体现了给予学生更多的自我支配时

间和学习的空间。在新生班内，北京生源的新

生为 24 人，占了近一半，这部分新生在周末时

大部分会选择回家，剩下的外地同学很多失去

了平时的玩伴，周末便会觉得无聊，尤其是寝

室里 4 个学生有 3 个都是京籍时，到周五晚上

就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周末一个人在寝室宅着，

无所事事。为了促进新生间的交往，充实外地

生源的周末闲暇时间，可定期选择在周六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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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生源的新生带外地新生到北京的名胜古

迹去参观游玩，既丰富了周末的活动，又增加

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部分活动可以由

班内的文艺委员来安排负责。

2.4    人文素质的培养

“人文”最早出自《易贲》：“刚柔交错，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北宋著名儒家学者宋

程颐在《伊川易传》阐释：“天文，天之理也；

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

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

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

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人文素

质教育是围绕人性完美而展开的如何做人的教

育，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行为习惯，是一种

养成性教育 [5]。“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的需要，对于当前社会的人才培养具有重

要意义。如何提高新生的人文素质？最直接有

效的途径就是听取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讲座，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作为人文素质教育带头人

的杨叔子先生，在他出任校长期间，通过促进

人文素质教育讲座的创办，建立了全国第一个

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北京的教育资源极

为丰富，优秀学者及他们主持的人文讲座有很

多，像北大的百年讲堂，定期有一些名人到校

做演讲。可以安排班委定期搜集一些讲座资源，

分享给新生，并安排相应的行程规划，保证活

动的顺利开展。相关活动也是由宣传委员负责，

其他班委协同来进行组织开展。

高等预防医学教育承载着培养明日公共卫

生专业人才的重任，责任重大，“非仁爱之士，

不可托也”，只有具有悲天悯人情怀和良好人

文素养的人，才能担当起维护公众健康的职责。

通过以上活动的组织开展，极大的促进了新生

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帮助大学新生更快融入大

学学习生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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