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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前为止!对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在借鉴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调

研了来自各级医院&卫生管理部门&高校的临床药学&药事管理等方面的专家意见!对临床药学专业学生的人文精神内涵进行

了系统全面地剖析!尝试对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进行界定$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量化上述研究内容并对调查问卷的

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最终构建出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测量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可以用于临床药学教育的人文素质

培养现状测试以及数据分析!对于临床药学专业人文素质教育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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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具有自然科

学的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的特点(临床药学的工

作始终秉承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宗旨%为其提供个

体化+精细化+人性化的临床药学服务(因此%临床

药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当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

"

*

(

但是到目前为止%前期研究主要围绕着人文精

神对于临床药学岗位的重要性%高校人文素质课程

设置等方面%而对于人文精神内涵涉及的比较少%

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和衡量标准(笔者在梳理总结

大量相关文献基础上%调研了来自各级医院+卫生

管理部门+高校的临床药学+药事管理等方面的专

家意见%以尝试界定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

内涵(

!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涵的初步探究

!2!

!

访谈对象的选取
!

本研究在获取相关资料与

数据同时%遵循多样性与代表性的取样原则(具体

受访专家信息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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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内容的设计
!

-人文精神是在人类长期

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蕴藏于人本质之中的独特概

念(人文精神的内涵在于它对个人主体的肯定+对

个人权力的尊重以及对道德价值的提倡.

)

!

*

(本研

究以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涵为研究对象%

采用半结构式专家访谈%主要设计了如下两个开放

性问题"

您觉得临床药学专业学生的人文精神内涵可

以包括哪些方面2 假如从行为表现的角度出发%您

觉得哪些行为可以认作是该精神内涵的外化表现2

!2$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涵的界定
!

在

征得被采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电话采访做了录音(

共整理语音资料
'

万余字%各位专家学者在多个方

面持有相同的见解(同时通过文献梳理%本研究认

为临床药学专业学生的人文精神内涵可以包括以

下具体内容(

!

"

#博大的仁爱精神(-仁爱.是中华文明历久

流传的人文精华%它的根本在于-仁.%强调对生命

的关怀与照护(古语有云"-医药之用%性命所系(.

面对患者的疾苦和对健康的渴求%要真诚关怀+温

暖+帮助患者%对患者的苦痛感同身受%保持对生命

的敬畏之心)

(

*

(

!

!

#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对于临床药师来

说%患者用药方案中药物的选择和使用%是一个探

索性的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秉持严谨的

科学态度%不断的探索与考证(这就要求临床药师

必须具备实事求是+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

!

(

#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医之为道%非精不

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临床药师专注执着于

探究药品质量和疗效问题%敏锐捕捉药物对于患者

的细微影响(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之心正是工

匠精神的精髓(

!

'

#真诚的团队合作精神(临床药师的工作%

不仅是让患者知道该怎么使用药品%更多的是要让

患者感受到充分的人文关怀$也不仅是与医务工作

者商讨用药方案%更多的是要与其精诚合作%保障

合理用药(

笔者在文献梳理%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创新地

对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涵进行了界定"

在长期的专业学习与实践过程中%临床药学专

业学生将人类优秀的精神成果内化为较为稳定的

内在品质与处事方式%这种品质主要表现为仁爱精

神+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涵测量指标体系

初步构建

!!

精神是抽象概念%直接对其进行测量难以实

现%需要对这一概念通过解构与建构的方法来明晰

量化指标与维度%以便于更好地指导临床药学教育

实践)

'

*

(

#2!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涵的测量维度

分析

#2!2!

!

仁爱精神的测量维度分析
!

-仁爱.是儒家

思想理论的核心(孔子认为-仁.是处理社会上一

切人际关系的共同准则)

#

*

(本文认为%对于临床药

学学生而言%仁爱精神就是能够对于患者遭受的病

痛能够感同身受(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认为生命

的价值高于一切(尊重他人%同情他人是仁爱精神

的具体表现%而帮助他人则更多的是从行动上展示

了仁爱精神)

*(&

*

(

综上%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同理心+尊重生命+社

会责任感+价值取向四个维度%对仁爱精神进行量

化考核(

#2!2#

!

科学精神的测量维度分析
!

在工作中%临

床药师必须尊重患者的实际情况%尊重用药的科学

依据%不盲从用药历史和经验主义%根据患者对于

药物使用的具体反应%提出合理适度怀疑%不断做

出调整%创新地提出更适合患者的用药方案(

综上%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实事求是的态度+理

性批判的思维与创新意识的体现三个维度%对科学

精神进行量化考核(

#2!2$

!

工匠精神的测量维度分析
!

无论是临床用

药监测还是临床药物研究%都要求临床药师必须以

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求索%长期的跟踪调研%与时

俱进%终身学习(

综上%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专注执着+精益求精

与终身学习三个维度%对工匠精神进行量化考核(

#2!2%

!

团队合作精神的测量维度分析
!

临床药师

必须清楚明白自己的职责%处理好与临床医师的合

作%与患者和患者家属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交流%

共同安全有效地解决问题%实现更有效的治疗和更

精准的服务)

$

*

(

综上%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责任明确+善于交流+

情绪管理三个维度对团队合作精神进行量化考核(

#2#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的理论测量指标

体系
!

在对现有理论成果进行梳理与演绎%并对业

内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药学

的学科特点%本文建构了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

神内涵的理论测量指标体系(见表
!

(

$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的测量指标体系实

证探究

!!

为确保目标测试对象能够准确地理解测试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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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及题项的含义%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本研

究对理论测量指标体系调查问卷做了预测试(

表
#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的理论测量指标体系

P+R!

!

P6/4?/D,3+-*/+BA?/*/7D,7C/0B

F

BD/*4N6A*+7,BD,3

B

E

,?,D4N3-,7,3+-

E

6+?*+3

F

BDAC/7DB

人文精神内涵 考核维度 测量指标题项

仁爱精神

同理心

尊重生命

社会责任感

价值取向

当身边的同学生病的时候会主

动关心%并在生活和学习上提供

帮助

主动参加临终关怀+致敬-大体

老师.等志愿服务活动

不虐待+不恐吓动物%善待动物

主动参加献血+捐献造血干细

胞+捐献骨髓等公益活动
积极投身抗震救灾等公共卫生

服务活动
热爱医药事业%愿意为人类健康

事业奋斗终生

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的态度

理性批判的思维

创新意识的体现

即使实验步骤非常繁杂%也会严

肃认真对待每个细节%不篡改实

验数据

曾经尝试不同的实验方法对某

些课程内容进行探索
经常能够在实验中发现一些其

他人发现不了的细节问题

经常喜欢与老师进行科研探讨%

比如药物的机理+药物的极性+

药材的独特作用等

团队合作精神

责任明确

能够明确自己在不同团队中的

不同角色%经常向团队成员征询

意见%同时也会给予反馈

善于交流
能够很容易与他人建立相互信

任的关系%并相处愉快

情绪管理
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挫折

时%能够很快调整好情绪

工匠精神

专注执着

当遇到实验失败的时候%经常主

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问题所在%

并积极准备再次实验%直到成功

为止

精益求精

经常为了寻求更优化的实验方

案而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收集实

验资料+准备实验材料等

终身学习
经常通过相关资源和渠道关注

行业前沿信息

$2!

!

测量指标体系预测试分析
!

为方便量化研

究%问卷选择了利克特量表(-非常符合.计为
#

分%

-比较符合.计为
'

分%-不确定.计为
(

分%-不太符

合.计为
!

分%-不符合.计为
"

分(预测试样本选择

的是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
'

所%二甲医院
'

所%从事

临床药学工作的临床药学专业毕业生(本研究全

部采用网络问卷调研%通过在线调查问卷系统完成

问卷生成与发放%累计发放问卷
"!)

份%回收问卷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2(T

(

$2!2!

!

项目分析
!

项目分析是通过对组成量表的

各个题项进行测验分析%用以判断题项设置好坏以

及是否保留该题项的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将所

有参与预测试对象的量表按照得分总和由高到低

进行排序%将总分排名前
!)T

的设置为高分组%排

名后
!)T

的设置为低分组%求出每项题目的-临界

比率.!

3?,D,3+-?+D,4

"

8$

#%来检验每一项题目的显

著性差异(若题目的
8$

值达到显著水平!

,

"

)2)#

或
,

"

)2)"

#%则表示该题项能够鉴别不同受试

者的反应程度(若
8$

值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则需

要考虑将该题项删除(预测试项目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预测试指标体系项目分析结果

P+R(

!

#7+-

F

B,B?/BA-DB4N

E

,-4DD/BD,7C/0B

F

BD/*

项目 高分组低分组
,

值 显著性

我经常参加临终关怀+致敬-大体老

师.等志愿服务活动
'2%( '2"! )2)))

显著

我经常为了寻求更优化的实验方案

而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收集实验资

料+准备实验材料等

'2%' (2%" )2)"!

显著

当身边的同学生病的时候%我会主

动关心%并在生活和学习上提供

帮助

#2)) '2#) )2)))

显著

我不虐待+不恐吓动物%善待动物
'2%% '2!' )2)))

显著

我经常通过相关资源和渠道关注行

业前沿信息
'2%# (2&% )2)(&

显著

当遇到实验失败的时候%我经常主

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问题所在%并

积极准备再次实验%直到成功为止

'2%# (2%# )2))!

显著

我主动参加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

捐献骨髓等公益活动
'2%' (2## )2)'!

显著

我积极投身抗震救灾等公共卫生服

务活动
'2%% '2!& )2)))

显著

即使实验步骤非常繁杂%我也会严

肃认真对待每个细节%不篡改实验

数据

'2%% '2!* )2)))

显著

我曾经尝试不同的实验方法对某些

课程内容进行探索
#2)) '2!" )2)))

显著

我经常能够在实验中发现一些其他

人发现不了的细节问题
'2%% (2&! )2)'$

显著

我经常喜欢与老师进行科研探讨%

比如药物的机理+药物的极性+药材

的独特作用等

'2%% '2)! )2)))

显著

我热爱医药事业%愿意为人类健康

事业奋斗终生
'2%% (2%& )2))'

显著

我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挫折

时%能够很快调整好情绪
'2%% '2!* )2)"(

显著

我能够明确自己在不同团队中的不

同角色%经常向团队成员征询意见%

同时也会给予反馈

#2)) '2(% )2)!!

显著

我能够很容易与他人建立相互信任

的关系%并相处愉快
'2%% '2)* )2)("

显著

由表
(

可知%所以题项的
8$

值均小于
)2)#

%达

到显著水平%符合项目检验的要求%故保留预测试

指标体系的所有题项(

$2!2#

!

信度检验
!

信度检验是进行后续数据分析

必须实施的环节(克隆巴赫信度系数!

8?47R+36,B

+-

E

6+

#法是社科研究中最常用的问卷信度检验方

法%一般来讲%问卷的
"

系数大于
)2&

以上即可认为

问卷具有很好的信度(本研究利用
>!>>!#

数据

分析软件对预测试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预测

,

%$%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86,7"L4B

E

!6+?*

%

=+

F

!)!)

%

:4-')

%

I42%



试问卷的
"

系数为
)2&&%

%说明问卷具有非常好的

信度(

$2!2$

!

效度检验
!

本研究所用初试问卷是在文献

综述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引用并修订而成%同时按

照指标内涵严格遴选相关指标%以此确保了变量测

量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建构效度通常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检测(建构

效度有两个类型"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

是指量表与同一构面的其他指标相互关联的程度(

本研究针对所有构面进行
8'#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中包含
'

个一阶构面%分别为仁爱精神+科学精

神+团队合作精神和工匠精神%

"(

个测量指标的误

差变量(通过计算可得%所有构面的标准化负荷量

均在
)2*#

$

)2%"

之间%且达显著$其组成信度分别

为
)2&

$

)2%

之间%平均变异数萃取量在
)2#"

$

)2$'

之间!表
'

#%符合
L+,?

!

!))%

#

)

%

*及
'4?7/--+7C

%+?3S/?

!

"%&"

#

)

")

*的标准(另外%

>=8

指标!用于衡

量变量的线性关系的强度%值愈大愈适合作为衡量

的工具%且将残差量转换为标准
2

分数%即标准化

残差值#%大部分
>=8

指标值都大于
)2#

%表示该模

型具有良好的内部品质(本模型的
'

个构面均具有

收敛效度(

模型的区别效度检验是验证构面间是否具有

差异性(通过建立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的信赖区

间%如果不包含
"

%则表示构面之间具有区别效

度)

""

*

(本研究执行
R44DBD?+

EE

,7

.

程序时设定重复

抽样
")))

次%在
%#T

信心水准下%估计标准化相关

系数的信赖区间(所有的标准化相关系数信赖区

间均未包含
"

%因此%说明模型构面之间具有区别效

度(如表
#

所示(

$2#

!

测量指标体系正式测试分析
!

正式问卷的测

试样本分别来自上海两所
%&#

高校%某部属药科大

学%南方某药科大学%北方某药科大学%西南某医科

大学药学院%研究采取网络问卷调查方式%通过在

线调查问卷系统进行问卷的生成与发放%共发放问

卷
#")

份%回收问卷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2(T

(

本研究中%分别以
$#

+

&G

+

H"

+

LK

指代仁爱精

神+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使用
#(

=9>!"

软件对正式问卷各测量指标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构建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测量指

标体系%结合正式问卷的数据得到模型参数估计值

的完全标准化解%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知%观测变量对相应因子的负荷均在

)2*

以上%说明每个观测变量对相应因子的解释度

较大(对模型拟合结果进行分析%模型拟合度指数

如表
*

所示(

本研究为使模型评价结果合理+科学%采用综

合评价的方式%而不仅仅依赖其中的某一指数(对

表
*

中度量指标进行分析%其中"

8=;I

是差异的宏函数%差异表示卡方值%

<'

表

示自由度%

8=;I

&

<'

小于
(

%表示模型适配度较好(

本模型
8=;I

&

<'-"2'!&

%小于
(

%表示拟合度较好$

8';

!

34*

E

+?+D,@/N,D,7C/0

#+

P%;

!

DA3S/?(-/Q,B

,7C/0

#分别表示比较适合度指标+

DA3S/?(-/Q,B

指

标%二者取值均在
)

与
"

之间%越接近于
"

%表明模

型拟合度越好(本模型
8';-)2%%(

%

P%;-)2%%"

%

二者近似于
"

%表示拟合度非常好$

$=$

!

?44D*/+7B

V

A+?/?/B,CA+-

#即误差均方

根%越接近于
)

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通常采用

$=$

"

)2)#

(本模型的
$=$-)2))&

%表示拟合度

很好(

表
%

!

验证性因子分析'

8'#

(的分析结果

P+R'

!

$/BA-DB4N347N,?*+D4?

F

N+3D4?+7+-

F

B,B

!

8'#

#

构面 指标
标准化

负荷量

未标准化

负荷量
>)

8$

!

D(@+-@/

#

, >=8 8$ #:)

仁爱

精神

同理心
)2%)* )2$'$ )2)$ ""2!#& R )2$)"

尊重生命
)2&!% )2*%! )2)* ")2'"! R )2*"$

社会责任感
)2$#$ )2**( )2)* %2(#$ R )2#"#

价值取向
)2$(" )2#%( )2)# %2*#! R )2*!&

)2%"$ )2*$'

科学

精神

实事求是的态度
)2&&( " )2&('

理性批判的思维
)2$#! )2$$% )2)$ ""2)"% + )2$!"

创新意识的体现
)2*%& )2&%( )2)* "!2$)" R )2&#!

)2&'$ )2*"%

团队

合作

精神

责任明确
)2&!# " )2$($

善于交流
)2%!& "2)"( )2)# "!2%'( R )2&!(

情绪管理
)2$&! )2&!# )2)* ""2)(' R )2*%!

)2&(! )2$!&

工匠精神

专注执着
)2$(% " )2#"$

精益求精
)2&(* )2%#$ )2)' ""2"%$ R )2*!'

终身学习
)2*'% )2&%" )2)& %2*$$ R )2##$

)2&"! )2#%"

注"

+

代表
,

"

)2)#

$

R

代表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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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区别效度信赖区间表

P+R#

!

$/-,+R,-,D

F

,7D/?@+-4NC,NN/?/7D,+D/C@+-,C,D

F

相关参数 估计值
偏差较正法 百分位数法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仁爱精神
"

(((

$

科学精神
)2'&% )2(*" )2#&* )2(*' )2#&%

仁爱精神
"

(((

$

团队合作精神
)2'*$ )2(&! )2#$% )2(&# )2#&"

仁爱精神
"

(((

$

工匠精神
)2$*( )2*"% )2&"$ )2*!( )2&(#

科学精神
"

(((

$

团队合作精神
)2(%! )2()% )2'*" )2("" )2'*$

科学精神
"

(((

$

工匠精神
)2'%# )2'"! )2#$( )2'"& )2#&!

团队合作精神
"

(((

$

工匠精神
)2#)# )2'(" )2*)$ )2''( )2*"%

图
"

!

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测量指标模型

',

.

"

!

=/+BA?/*/7D,7C/0*4C/-4N6A*+7,BD,3B

E

,?,D4N3-,7,3+-

E

6+?*+3

F

BDAC/7DB

表
'

!

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度指数

P+R*

!

',D,7C/04N347N,?*+D4?

F

N+3D4?+7+-

F

B,B

模型
8=;I <' 8=;I

&

<' 8'; P%; $=$

</N+A-D

模型
"(%2%&& %& "2'!& )2%%( )2%%" )2))&

综上分析%本研究构建的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

文精神内涵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通过对测试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以及对测量指

标体系进行实证探究%获得了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

文精神测量指标体系量表(本指标体系可以用于

临床药学教育的人文素质培养现状测试以及数据

分析%对于临床药学教育有一定借鉴意义(

%

!

结语

伴随着现代医院药学的快速发展和临床药学

教育模式的转变%临床药学专业培养的学生不仅需

要掌握精湛的专业技术%而且还必须具备良好的人

文精神(本文在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演绎

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色%通过专家调研%对临床药

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剖析%提出

了内涵界定(

在长期的专业学习与实践过程中%临床药学专

业学生将人类优秀的精神成果内化为较为稳定的

内在品质与处事方式%这种品质主要表现为仁爱精

神+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本文尝试构建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人文精神内

涵理论测量指标体系%通过设计发放问卷进行实证

探究%并通过因子分析进行了指标体系验证%可以

用于临床药学教育的人文精神培育现状测试以及

数据分析%也可以根据测试结果%建立分阶段的教

育目标%将人文精神培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对

于临床药学专业人才培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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