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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药学毕业生为胜任将来工作应具备的综合能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方法:研究药学毕

业生为胜任将来工作应具备的综合能力, 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结果:药学生应具备 22项核心素质, 并可归

纳为 8个胜任特征群。结论:药学生核心素质与胜任特征不同于医学生,应当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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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G loba lM in2

imum Essentia l Requ irements in Medical Education,

GMER)成为医学教育的一个研究热点,但药学教育

尚未开展相关研究。GMER是国际医学教育组织

(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 ica l Education, IIME )

在 2001年发布的文件。GMER着重于医学毕业生

的培养质量,对医学毕业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核心

能力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将其分为七大领域:职业价

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交流与沟

通技能;临床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

批判性思维和研究
[ 1]
。董海瑛等将人力资源管理

中的 /胜任特征 0概念引入 GMER,并构建了医学毕

业生胜任特征模型
[ 2]
。为考察药学毕业生胜任未

来工作应具备的综合能力, 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2007年,解放军药学专业委员会药学教育分委会启

动了 /药学生核心素质和胜任评价研究0, 本文报道

了初步研究成果。

1 资料与方法

1. 1 药学生核心素质相关问卷设计  在文献调研

和药学教育专家访谈的基础上,构建药学生核心素

质胜任特征体系:包括自信心、责任心、事业心、同理

心、成就导向、团队合作、文化基础知识、核心专业知

识、卫生系统知识、药学专业技能、临床药学技能、物

资管理技能、沟通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分析能力、学

习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军事素质、技术应用能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等 22个指标,设计了 /药学生核心素

质和胜任评价问卷0, 并对指标进行了详细定义和

说明。向军队药品监督管理、药品检验、医疗机构等

各用人单位专家发送调查问卷,各指标采取李克特

5级评分量表进行重要性评分 (非常重要记 5分,重

要记 4分,一般记 3分, 不重要记 2分, 完全不重要

记 1分 )。

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收集专家

对药学生核心素质胜任特征的意见, 运用 SPSS11. 0

对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因子分析,明确药学毕业

生核心素质要素间的关系,构建胜任特征结构。

2 结果

2. 1 问卷调查结果  共发送调查问卷 60份, 返回

调查问卷 29份。其中药品监督管理专家 7份,药品

检验专家 1份,医疗机构药剂科主任 21份。

2. 2 研究结果

2. 2. 1 问卷信度分析  运用 SPSS11. 0对所有有

效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 采用 A lpha检验, 计

算信度系数克朗巴赫 A系数。分析结果表明, 问

卷的克朗巴赫 A系数为 01 853 8, 证明本次调查问

卷具有很高的信度。同时, 方差分析表明, F =

91798 7, P < 01000 1, 该问卷的重复测量效果良

好。Hote lling 's T
2
检验结果 为, Hotelling. s =

3631706 5, F = 51388 2, P < 0101, (P = 01009 8)

证明问卷项目间平均得分的相等性好。

2. 2. 2 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药学毕业生胜

任特征要素的内在结构,运用 SPSS11. 0软件对专家

就药学生核心素质胜任特征的态度评价进行因子分

析。可行性检验结果显示,经 Bartlett球形检验, V2

= 3451785, 相伴概率为 01000, 小于显著性水平

0105, 适合做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抽取的方法, 经过方差最

大正交旋转,取因子负荷水平 015以上, 共提取 8个

因子,这 8个因子解释方差的比例分别为 28127%、

13161%、9100%、7155%、6194%、5159%、51555%、

41834%,其对总方差的累积解释率为 81134%。旋

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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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子项目分布矩阵表

项目
因子

1 2 3 4 5 6 7 8
共同度

自信心 0. 824 0. 721

责任心 0. 839 0. 900

事业心 0. 889 0. 872

同理心 1 0. 502 0. 852

成就导向 2 0. 785 0. 789

团队合作 0. 536 0. 698

文化基础知识 0. 610 0. 670

核心专业知识 0. 881 0. 800

卫生系统知识 0. 574 0. 795

药学专业技能 0. 909 0. 903

临床药学技能 0. 691 0. 794

物资管理技能 3 0. 929 0. 886

沟通能力 0. 556 0. 762

信息收集能力 0. 623 0. 769

分析能力 0. 882 0. 846

学习能力 0. 595 0. 863

科学研究能力 0. 729 0. 750

技术应用能力 0. 526 0. 894

军事素质 4 0. 774 0. 827

自我发展能力 0. 709 0. 783

职业道德 0. 939 0. 908

1)同理心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2 )成就导向
是指个人具有成功完成任务或在工作中追求卓越的愿望,个人希望出色地完成任务,愿意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3)物资管理能力是指药品经

济管理和物流管理能力; 4 )军事素质包括个人约束力、对军队药材保障勤务的熟悉程度、军体素质等。

  由上表知,在共同度方面,所有项目公因子方差都

在 0. 670以上,说明公因子解释了观测变量的大部分变

异。在认真分析各因素的项目构成后,根据所含核心

素质胜任特征的内在联系,将各因子分别命名为:个人

特质、社会心理素质、职业使命感、专业技能、管理能

力、理论知识、军事素质和职业道德 (见图 1)。

本研究揭示的药学生胜任特征要素群与医学生有很

大差异
[ 2]
,提示药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有很大不同,也证实了对药学生核心素质和胜任特

征进行研究的意义。

3 讨论

3. 1 药学生核心素质与胜任特征研究的必要性  

高等药学教育规模近年发展较快, 1999年底, 全国

设置药学类专业的高校有 96所
[ 3]
, 到 2004年底已

增至 347所
[ 4]
。药学教育的蓬勃发展体现了社会

对高等药学人才需求的急迫性,但教育管理者们也

应清醒认识到,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不能忽视高等药

学教育的质量。对药学生核心素质与胜任特征进行

研究, 有助于明确办学思想, 改进教学评价, 优化课

程建设。同时,核心素质和胜任特征研究还为毕业

生质量评估研究提供了一种手段。本文对药学生核

心素质与胜任特征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期望

能够引起教育管理者的关注并为其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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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药学生胜任特征结构图

3. 2 研究结论的外推性  本研究以军队药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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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因此, 在胜任特征中有单独的 "军事素

质 "一项, 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的适用性。军事素质

实际上意指良好的体魄和较强的个人约束力与组织

纪律性,这些同样是人力资源管理及现代药学实践

认可的个人必备素质。

3. 3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从社会需求和外部评

价角度研究了药学生的核心素质和胜任特征。事实

上,接受教育者 (药学生 )也应参加到研究中来。在

下一步的研究中,应开展在校生和往届毕业生对核

心素质和胜任特征的态度研究。本研究征集了药品

监督管理、医疗机构和药品技术检验等领域专家的

意见,但未能将医药产业专家纳入咨询对象中来。

因此,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应当扩大咨询的专家的

专业领域,对研究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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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药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取向及特点。方法:运用修订后的萨帕职业价值观量表对复旦大学药

学院 2007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药学生职业价值观更多受到宏观社

会文化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药学专业特点。结论:药学教育应积极倡导良好的职业价值观, 为医药行

业和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  药学生;职业价值观;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0111( 2008) 03- 0230- 03

A Study on theW ork Va lues of Pharm aceutica l Stude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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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 jective: Understand ing the work values O rienta tion and character istics of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M ethods: Inves2

tigating on the 4 th grade pharmaceutica l students ofFudan Un iversity us ing the revised Super s' work values inventory and ana lyzing the

data. Resu lts: Influenced by the soc ial culture,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work va lue has no obvious cha racte ristics. Con clusion: Con2

clusions: To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hewhole soc ie ty, good work values shou ld be promoted in pharm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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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观是人类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

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

满感情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对个

人的行为及其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职业价值

观 (work va lues)是个人追求与职业有关的目标,以

及在从事工作时所追求的职业特质或属性。黄希庭

等
[ 1]
认为,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职业的需求所

表现出来的评价,它是人生价值观在职业问题上的

反映,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职业价值观

既表现在人们的择业观上, 也表现在具体的工作态

度上。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职业价值观与个体职

业选择、工作满意度和道德判断均有一定程度的相

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到工作绩效。因此,

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组织,了解其职业价值观,并尽可

能保证职业价值观与工作的匹配, 将有利于个体和

组织的良好发展。本研究旨在探讨药学生职业价值

观的取向和特点, 以便为药学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

价值观塑造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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