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19卷第6期复旦教育论坛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1. Vol. 19，No. 6

新冠疫情是否提高了医学生的职业认同？
——来自全国临床医学本科生调查数据的发现

马璇璇 1，吴红斌 2，叶晓阳 3

（1.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医学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191；2.北京大学 医学教育研究所/全国医学教育发展

中心，北京 100191；3.布朗大学 安纳伯格学校改革研究所,美国 普罗维登斯02906）

摘要：基于 2020年 2月至 3月开展的中国临床医学本科生调查和国内各地区疫情数据，通过描述统计、

多元线性回归和工具变量等方法，就新冠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冠疫

情对中国医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明显影响，有 71.18%的临床医学生表示疫情让自己更加坚定了从事医生职

业的信念。OLS回归结果显示，疫情关注度高的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显著更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平均显著高 0.450个标准差。进一步分析显示，疫情前具有从医意愿会显著增强疫情关注对医学生职

业认同的正向影响。师长参与疫情防控对医学生职业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但不会增强关注度对医学生职业

认同的影响。使用各地疫情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结果。鉴于此，医学教育工作者

可从本次疫情获得启示，有针对性地开展医学教育工作以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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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using
OLS regression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t used dataset from the National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
Survey that wa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to March in 202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71.18% of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reported that they had strengthened the faith to be a doctor,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andemic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medical students’professional identity. Furthermore, the OLS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 to COVID-19, willingness to be a doctor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participation of advisors or professor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edical students’professional
identity.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ttention and willingness i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actor on the
association. Consiste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epidemic data from various places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n conclusion, medical educators can be inspired from the pandemic an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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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是指个体内心认

为自身从事的职业有价值、有意义并能从中找到乐

趣，从内心接受该职业并对其进行积极的感知和正面

的评价，它会影响职业者的归属感、忠诚度、事业心、

积极性和成就感[1]。职业认同既指一种过程，也指一

种状态[2]。即，职业认同既是个体从自己的经历中逐

渐发展、确认自己的职业角色的过程，也是个体当下

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3]。医学生①是未来医

疗队伍的后备军，其职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未

来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与患者满意度。

职业认同的获得是主观的，不仅受人口特征和性

格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新冠

疫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对全人群、全

地域、全时段、全行业的冲击非常强烈，这种影响具

有卷入度高、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不确定性大的

特点[4]。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或救援事件（如非典、汶

川特大地震、埃博拉病毒等）发生之后会对公众的生

理、心理和认知带来不同程度的改变。在抗击新冠

疫情的过程中，广大的医疗工作者们成为这次战

“疫”中拯救生命、减少死亡的先锋者和主力军。作

为未来医生团队的后备军，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可能

会在疫情期间发生变化。为提高医学生的教育质

量，探讨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十分必要。

鉴于此，本研究以全国医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在

疫情下的职业认同现状，并综合采用多种计量模型

探讨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以期为疫情后

提升医学生职业认同提供依据，并丰富国内外关于

医学生职业认同的研究文献。

二、文献综述

（一）医学生职业认同

2010年，在弗莱克斯纳报告发表100周年之际，卡

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发表了名为《医师培养——呼吁

医学院校和住院医师教育改革》的报告，提出未来医

学教育四大新目标，其中之一即为“注重医学生职业

认同”[5]。 职业认同教育在医学生的教育中起着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能够帮助医学生在入职以前对医生这

一职业有健康积极的认识，促进医学生更加合理、理

性地看待医生这一职业角色[6]。在医学院学习期间，

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形成主要受非正式课程和隐性课

程的影响而很少受正式课程的影响[7]。温格（Wenger）[8]

指出，与更年长专业人士的交流互动为医学生职业认

同的形成提供了机会。这些互动包括床边教学、沟通

技巧教学、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基于问题的

学习）小组、查房以及非正式场合的交流。学生在参

与这些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自己认可的行为

方式[9]。职业认同是医学生承担专业角色责任的前

提，还有助于增强医学生成为专业人士的信心。帮助

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巩固“医生”身份的认识，从而形

成稳定的职业认同，这是医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二）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个领域内有关疫情

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大多分布于公共卫生、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等领域，为预测疫情走向、查找

病毒进化树和诊断治疗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除

关注医学相关的自然科学问题之外，学者们还从经

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了疫情对社

会经济、人群行为选择、教育教学以及心理健康的影

响。医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还“羽翼未丰”，

无法参与正式的临床工作，但疫情一线医务人员的

高强度工作和无私奉献精神让医学生们更有角色代

入感，相比于其他专业的同龄青年，医学生们对疫情

可能有更强烈的反应。一些研究特别关注了医学生

在疫情期间的心理状况、认知、态度和行为。例如，

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超过半数的医学生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出现焦虑或抑郁情绪，原因可能是新冠

肺炎传染性强、蔓延速度快，学生担心自己和家人被

感染而出现恐慌[10]。此外，该研究显示超过三分之二

的医学生愿意加入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愿意不计

报酬地为公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实现自我价

值[10]。另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长期居家者的

目标专注度及积极认知维度表现更好，且医学生心

理韧性状态会发生改变[11]。这意味着，在疫情期间医

学生可能发生了心理状况和认知水平的转变，这些

转变是否会影响医学生未来从医的决心值得进一步

探究。

在本次疫情期间，已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新冠疫情

对医学生或医护人员职业认同的影响。周培森等的

研究表明，多数订单定向全科医学生能在疫情期间积

极学习COVID-19知识，参与防疫抗疫，职业认同较

强[12]。另一项研究认为，在面对COVID-19疫情的压

力下，规范化培训护士的职业认同仍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参与抗疫志愿服务是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志愿

者的防疫共同参与模式，激发了其作为护士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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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提高了职业认同[13]。

尽管已经有少量的研究探讨了疫情对医学生的

影响，但现有研究的研究对象较为局限，并且调查范

围也仅限于某几所医学院校或某家医院，样本代表性

不足，且研究方法局限于描述性统计，无法就疫情对

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开展科学评估与深入分析。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全国

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中国临床医学本科生调查。

该调查通过问卷星在线答题的形式收集数据。自

2020年 2月21日至3月14日 0点共回收118030份问

卷。根据填答所用时间、院校名称和院校填答数等条

件对问卷进行质量筛选后，共

获得有效问卷99559份，问卷有

效率为 84.35%，有效样本占临

床医学本科生总在校生数的

24.36%。样本共涉及 90 所院

校，其中来自临床八年制院校

的 样 本 数 为 4888 份（占 比

4.91%）、“5+3”一体化培养院校

的样本数占 28.19%、五年制院

校的样本数占66.90%②；东中西

部地区院校样本数占比分别为

38.30%、41.52%和20.17%；综合

性大学医学院和独立设置医科

院校样本数占比分别为40.76%

和 59.24%。从院校层次、院校

所在地区和院校类型样本数分

布来看，有效样本具有较好的

全国代表性。

除此之外，本文还获取了

“丁香园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实

时动态”国内疫情数据，包括各

省、各地市的确诊病例数。获

取疫情数据的时间为2020年 3

月 10日 0点，此时国内疫情基

本得到控制，各地区确诊病例

相对较为稳定。

（二）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本文通过医学生对疫情关

注度、疫情前是否计划从医、父

母是否参与疫情防控和师长是否参与疫情防控③来考

察疫情的影响。如表1所示，为方便分析，本文将反映

对疫情的关注度的多分类变量操作化处理为虚拟变

量，其中选择“非常关注”取值为1，表述为关注度高，

选择“比较关注”和“一般”取值为0，表示关注度（相

对）不高。同理，“疫情前是否计划从医”变量被处理

为“是”和“其他”（含“否”和“不确定”），“父母是否参

与疫情防控”和“师长是否参与疫情防控”两个变量取

值均为“是”和“否”。

本文的因变量是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提高程度，它

的测量采用了4道题：“疫情让我对所学专业更有兴

趣”“疫情让我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疫情让我

更加尽可能传播健康及医学科普知识”和“疫情让我

更加坚定了从事医生职业”。4道题的评分均为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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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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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1分到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和“非

常同意”。在统计描述时，“同意”

和“非常同意”表示为认同题项的

描述。为进一步分析，还将4道题

降维获得了职业认同提高程度公

因子（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

得分），该公因子累计解释度为

77.43%，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值 为

245000 （p<0.001） ，KMO 值 为

0.824，表明因子分析结果较好。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学

生居住地、学生家庭所在省份、父母

从医情况、学生录取学校与预期目

标差距、学生学习阶段、学习成绩以

及院校层级。其中，院校层级由院

校学制信息反映。

由表 2 可知，在自变量方面，

61.52% 的医学生对疫情的关注度

高；在疫情发生之前，86.30%的医

学生有毕业后从医的计划，这也反

映了医学生职业定位较明确的特

点；6.89%的医学生至少有一方父

母参与疫情防控；64.68%的医学生

有师长参与疫情防控。在控制变量

方面，62.24%的医学生的录取院校高于预期或与预期

相当；10.25%的医学生至少有一方父母是医务人员。

（三）实证策略

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刻画了疫情下医

学生的职业认同提高程度，进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疫情对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响。式（1）为基

本计量模型，其中f为职业认同提高程度得分，epicgz

是表示疫情关注度的虚拟变量，intention是表示疫情

前从医意愿的虚拟变量，parents是表示父母参与疫情

防控情况的虚拟变量，familiar是表示师长参与疫情防

控情况的虚拟变量，control是所有控制变量，β0和ε

分别为常数项和扰动项。分析时逐步引入对疫情关

注度、疫情前从医意愿、父母是否参与疫情防控和师

长是否参与疫情防控等变量。疫情期间学生居家学

习，为避免在省份层面的遗漏变量，模型中采用学生

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δprovince）。

f=β0+β1epicgz+β2 intention+β3parents+β4 familiar+

∑γk controlk +δprovince+ε （1）

为进一步考察疫情前从医意愿、父母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师长参与疫情防控对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

响，并结合对疫情关注度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式（1）

基础上分别添加关注度与疫情前从医意愿、父母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师长参与疫情防控情况的交互项

interactionj。最终，纳入所有交互项形成考察交互作

用的完整模型。

f=β0+β1epicgz+β2 intention+β3parents+β4 familiar+

∑γkcontrolk+∑θjinteractionj+δprovince+ε （2）

本研究的自变量“对疫情关注度”是学生通过对

自身情况自评而获得的，而且它和因变量职业认同提

高程度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对疫情关注度越高

的学生的职业认同可能会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而

职业认同容易被疫情影响的学生也可能会在疫情中

更关注疫情相关信息。因此，对疫情的关注度是一个

具有内生性的变量，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OLS估计

结果进行调整。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学生家庭所

在省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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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武汉市卫健

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称

已发现27例病例，提示公众尽量避免到公共

场所[15]。随后，新冠肺炎在中国甚至在世界

范围内蔓延，各地区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

人们对新冠肺炎的态度也逐渐从轻视变为

重视，甚至是恐慌。在累计确诊病例不断增

加的过程中，人们对新冠肺炎相关情况的关

注度也不断提高，可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疫情的

关注度。因此，本文使用各省份新冠肺炎的

累计确诊病例数作为工具变量。

此外，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在进行统

计推断时更容易拒绝零假设，从而得到自变

量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为了避免因大

样本量带来的结果偏差，本研究进一步随机

抽取10%的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作为实

证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新冠疫情期间医学生职业认同的

提高程度

由表3可知，68.26%的学生表示疫情让

他们对所学专业更有兴趣，有65.90%学生

表示会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有75.65%

的学生表示疫情让他们更加尽可能传播健

康及医学科普知识，且有71.18%学生报告

疫情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从事医生职业的信

念；分别有7.15%、6.83%、3.88%和6.61%的

学生不认为疫情使他们对所学专业更有兴

趣、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更加尽可能

传播健康及医学科普知识以及更加坚定了

从事医生职业。因此，在新冠疫情期间，大

多数医学生的职业认同都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仅有少数学生表示中立或没有提高。

（二）新冠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

度的影响

根据模型设定，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法进行进一步分析。由表4可知，在不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于对疫情关注度

一般的学生，对疫情关注度高的学生其职业

认同提高程度更大，平均高0.501个标准差，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控制了学

表3 新冠疫情期间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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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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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表示 p<0.10；经检验，VIF值均小于 10，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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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基本特征和所在地区后，系数变化不

大。模型（3）进一步加入了学生疫情前从

医意愿变量，结果表明疫情前有从医意愿

的学生比疫情前没有从医意愿的学生职

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得分显著高0.642个标

准差，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4）

加入了父母参与疫情防控情况的变量，

结果显示，与父母没有参与疫情防控的

医学生相比，父母参与疫情防控的医学

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得分显著高0.064

个标准差，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5）加入了师长参与疫情防控情况的变

量，结果显示，师长参与疫情防控的医学

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得分显著高0.115

个标准差，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师长

对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比父母的影响相

对较大。此外，表4显示，父母是否是医

务人员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

响无统计学意义；男生的职业认同提高

较明显；所处学习阶段越低的学生，职业

认同提高越明显；相比“5+3”一体化院校

和八年制院校，五年制院校的医学生表

示疫情对其职业认同的提高作用相对更

大。模型（6）利用了 10% 的随机样本进

行了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对疫情关注

度高、疫情前计划从医、师长参与疫情防

控的回归系数较为稳健，但父母参与疫情防控的系

数由显著变为了不显著，所以模型（4）和模型（5）中

父母参与疫情防控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是

由随机误差造成的。

（三）交互作用对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考察疫情前从医意愿、父母参与疫情

防控和师长参与疫情防控这三个变量与对疫情关注

度的交互作用。由表5中的模型（7）可知，对于关注度

高的学生，疫情前有从医意愿的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

度的得分比疫情前没有从医意愿学生高0.658个标准

差④，这说明疫情前有从医意愿会增强关注疫情对职

业认同的影响；对于关注度不高的学生，疫情前有从

医意愿的学生比疫情前没有从医意愿学生的职业认

同提高程度得分高0.613个标准差。增加了交互项之

后，关注度高、疫情前计划从医、父母参与抗疫和师长

参与抗疫的系数均没有太大的变化。此外，模型（8）

（9）结果显示，父母参与疫情防控情况和师长参与疫

情防控情况与对疫情关注度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模型（10）为纳入所有交互项的全模型。利用随机样

本进行估计后获得了与其相似的结果（模型11）。

（四）工具变量法估计

为了确定使用变量工具的合理性，本文对各省累

计确诊病例是否是弱工具变量以及对疫情的关注度

是否是内生变量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阶

段回归的工具变量系数显著性的F统计量为168，大

于10，可以认为选用各省份新冠肺炎的累计确诊病例

数作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并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0.001，故可在1%

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认为对疫情关注度为内生变

量。具体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表6。

由于本文使用各省份的累计确诊病例数作为工具

变量，在比较OLS估计和IV-2SLS估计结果时，不再控

制学生所在省份。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后，疫情关注度

高对职业认同提高程度影响的系数由 0.464增大至

注：括号中数字为院校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

0.05，*表示 p<0.10；各模型均添加了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结果在此省略。

表5 自变量交互作用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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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说明OLS回归中可能存在对“关注疫情”作用的

低估。疫情前有从医意愿的系数从 0.641 减小至

0.54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利用10%的随机样本

进行IV估计后，疫情关注度高的系数增大至2.427。在

工具变量估计模型中，父母参与疫情防控和师长参与

疫情防控的系数均由显著变成了不显著，这也进一步

说明了关注度这个变量具有内生性。本文还使用对弱

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

估计。结果表明，LIML的系数估计值与2SLS完全一

致，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一线医务工作

者冲锋在前、挽救生命，为控制疫情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这引起了公众对医务人员的空前关注。作为未

来医生队伍的新生力量，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

响值得关注。本文利用对全国90所高等院校99559

名临床医学本科生的调查数据，描述了疫情期间医学

生职业认同变化现状，并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医学生职

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响。综合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

有以下结论：

首先，尽管疫情对公众的生命和心理健康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但它对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具有正面影

响。本文结果表明超过65%的学生表示职业认同的

各项指标有所提高，只有不到8%的学生认为职业认

同现状没有提高。因此，疫情期间临床医学生职

业认同的整体情况有所提高。

其次，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对疫情关注度

高、疫情前计划从医、父母参与疫情防控以及师长

参与疫情防控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提高有正向影

响。利用10%随机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后发现，

对疫情关注度高、疫情前计划从医以及师长参与

疫情防控的回归系数较为稳健，但是父母参与疫

情防控的系数变为了不显著，因此父母参与疫情

防控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可能不具有实际意

义。值得关注的是，疫情前计划从医的医学生的

职业认同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利用学生家庭

所在省份的确诊病例数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估

计，结果表明疫情关注度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

程度的影响更大。

（二）讨论与反思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奋战在一线的医

务人员不仅要完成高强度的工作，更要面临被感染的

风险和强大的心理压力，这些都会对正在接受临床医

学教育的医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冲击。但本研究结

果显示，疫情期间医学生的从医意愿和学习动力等职

业认同相关指标反而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

因为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有所稳固

和提升，尤其是为抗击疫情做出重要贡献的医生们为

医学生们树立了一个个伟大的职业榜样。这可能会

让医学生们更加坚定“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使

命和未来从事卫生健康事业的信念。

本文结果表明，对疫情关注度高的医学生职业认

同提高程度越大，并且疫情前就有从医意愿的学生

更容易在疫情的影响下提高职业认同。一方面可能

是因为丰富的信息增强了现实情景的影响，从而影

响了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疫

情关注度高的这一行为反映了学生的某些特征，如

有更坚定的从医信念或内在动机较强，这些学生更

容易将这些关注带来的信息转化为强烈的职业认

同。这一结果说明在培养医学生职业认同时需要充

分注意相关信息的暴露，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让

更多的学生了解和认识医学，从而激发学生学医的

内在动机，在充分理解医学本质的基础上增强从医

意愿，坚定职业信念[16]。

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角色

榜样是最核心的因素之一[17]。本研究以疫情期间父母

和师长参与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分别探讨父母和教师

注：括号中数字为聚类标准误，***表示 p<0.01，**表示 p<

0.05，*表示 p<0.10；各模型均添加了控制变量，为了结果的简洁，控

制变量结果在此省略；为使结果可比性更强，模型均没有控制学生

所在省份；由于本次样本中包含 100名在海外留学或交流的学生，

无法匹配这部分学生所在地区的确诊病例数，因此 IV估计的实际

样本量为99499，10%随机样本的样本量为9715。

表6 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影响：IV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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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角色榜样对临床医学生职业认同提高程度的

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有 6.89%学生的父母参与了抗

击疫情的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提高程度与

父母未参与的学生相比没有明显差异。本文猜测这

些父母是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疫情防控的，如社区

工作人员、公务员、医疗工作者等。可能只有以医疗

工作身份参与疫情防控才会使医学生产生共鸣，从而

促进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提升。而作为医学生的师

长，他们大多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优秀

医生，参与疫情防控的方式也通常是在抗疫一线为患

者提供医学治疗。这种参与方式最接近医学生未来

的工作情境，所以医学生可能会有更强烈的触动。本

文研究结果显示，64.68%学生的师长参与了疫情防

控，他们的职业认同提高程度显著高于师长没有参与

疫情防控的学生。这证明了角色榜样在医学生职业

认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临床教

师或导师是最能充分发挥榜样作用的角色。医学生

会不断观察和模仿他们所钦佩的角色榜样，使自己的

行为和职业价值观更接近他们，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医学教育过程中的力量十分强大[18]。这也提示我

们，在临床医学专业的教育教学中，要注重发挥师长

（临床教师或导师）的积极作用。

虽然本次调查只考察了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

的正向影响，但随后的追踪调查以开放性问题的方式

考察了疫情期间使医学生印象深刻的事件。对文本

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后，发现大多数学生的回答内容主

要围绕着医疗工作者尽心尽力、守护生命的形象。但

也有少数的学生对疫情的影响表达了中立或消极的

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开始前不久接连发生了两起

性质恶劣的杀医伤医事件，紧张的医患关系让这些医

学生认为医务人员形象的提升可能只是暂时的，疫情

得到控制后便会恢复原状；另一方面，疫情凸显了医

务人员艰苦的工作环境，他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这种现状可能是无法改变的。因此，这些学生的职业

认同未能在疫情期间有所提高，甚至因为长期紧张的

医患关系和艰苦的工作性质而有所降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从医学生对疫情关注

度、疫情前从医意愿、父母和师长参与疫情防控等方

面探讨了疫情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虽然提供了

较为新颖的视角，但是还不能全面解释疫情给医学生

职业认同带来的影响。同时，本文所研究的变量之一

对疫情的关注度具有内生性，尽管使用了工具变量法

调整研究结果，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且，由

于调查问卷的体量限制，本文对于职业认同的测量不

够全面，这也会给本文的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收集更为全面的数据，

采用更为精确的测量与估计方法，对本文的研究问题

有更深入、更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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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医学生是指在医学院校学习各类医学知识的人员，包括临床医

学、预防医学、口腔医学等医学专业的学生，其中临床医学专业是

其代表，学生数量相对最多，因此本文将医学生界定为在医学院

校就读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

②院校学制信息是指高等医学院院校临床医学专业能开设的最长

学制，分为八年制、“5+3”一体化和五年制。相比于“985/非 985”

或“双一流/非双一流”的常用院校层级分类方式，院校学制信息更

能代表开设临床医学专业的高等院校的层级。

③医学院校教师，尤其是临床阶段课程的授课教师大多为院校附属

医院或教学医院的医生，他们中的一部分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

④0.658=0.613+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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