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获奖人员与社区康复骨干人员。

参考文献：

［１］ 王凭，杜平．医学院校社区康复医学（治疗学）专业人才培

养建议［Ｊ］．齐 齐 哈 尔 医 学 院 学 报，２０１２，３３（９）：１２０４－
１２０５．

［２］ 许晓惠，张俊．以就业为导向构建社区康复专业课程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２６）：２７８３－２７８４．
［３］ 罗治安，陈卓颐，罗洪英，等．高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Ｊ］．中 国 康 复 理 论 与 实 践，２００９，１５
（４）：３９８－４００．

［４］ 李润琴，黄春，李 增 春．高 职 高 专 康 复 治 疗 技 术 专 业 人 才

培养模式 的 改 革 研 究［Ｊ］．黔 南 民 族 医 专 学 报，２０１２，２５
（１）：６７－７０．

［５］ 罗洪英，陈卓颐．专业建设促进人才培养———首批国家示

范性高职院校社区康复专业建设成效报告［Ｊ］．卫 生 职 业

教育，２０１０，２８（２）：２７－２９．
［６］ 李光辉，许晓惠．社区康复专业校外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

模式探索［Ｊ］．中国科教创新导刊，２０１２，７（１）：７１．
［７］ 徐冬晨，何侃．基于行动导向的高职社区康复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的探索［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２，３０（１２）：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２）

作者简介：徐国辉（１９６８～），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卫生统计、社区护理方面的研究。

·医学教育·

涉外护理专业学生出国就业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徐国辉，秦博文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河北承德０６７００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５．０５１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２５－３０７１－０２

　　涉外护理专业旨 在 培 养 涉 外 型 国 际 护 理 人 才。随 着 全 球

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与人 才 的 跨 国 交 流 日 趋 频 繁，特 别 是 全 球

护理人才的短缺，为中国 护 理 人 员 创 造 了 更 多 迈 出 国 门、进 入

国际市场就业的机会，也为涉外护理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１］。近年来，全国许多卫生职业院校相继开办了涉外护理

专业，并将毕业生出国就业率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指

标。本文通过对本院涉外护理专业在校生的调查分析，全面了

解影响出国就业的各种因素，为涉外护理专业的出国就业指导

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与建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本院２０１０级涉外护理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

共４５７人。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自行设计“涉外护理专业出国就

业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该问卷内容主要有个人、家庭和社会３
个方面。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个人出国意向、出国就业的动机、

出国就业最低起薪等。家庭因素主要包括父母支持情况、家庭

经济情况等；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学院因素，如老师、同学及学院

出国就业的环境氛围 等 以 及 家 庭 和 朋 友 的 影 响。为 了 减 少 答

题误差，提高回收率，调查员确定为涉外护理专业各任课教师。

调查前首先对任课教师进行培训，对需要注意和易引起歧义的

地方进行讲解，然后由任课教师在２周内利用上课时间完成学

生问卷调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所有的调查原始数据由专人录 入ＥＸＣＥＬ
表格，调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２０１０级高职涉外护理 专 业

学生，目前，已完成了在校期间所有涉外护理课程的学习，并进

入毕业实习阶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４５７份，回收有效问卷

４３６份，有 效 回 收 率９５．４％。在４３６名 学 生 中 女 生 占９０．４％，

独生子女占６７．８％。

２．２　个人因素

２．２．１　出国意向　在回收的４３６份有效问卷中，有 出 国 意 向

１７５人，占４０．１％。

２．２．２　个人出国意向与入学选择专业动机比较　选择专业动

机与出国意向相一致的占７７．０８％，见表１。

２．２．３　个人选择出国就业的动机　在出国就业动机中，改善

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的６８人（３８．８６％）；解决个人就业问题

的６０人（３４．２９％），二 者 共 占７３．１５％。除 此 之 外，目 的 是 为

提高学历的１５人（８．５７％），提 高 英 语 水 平１０人（５．７１％），向

往国外生活的９人（５．１４％），其他１３人（７．４３％）。

表１　　出国意向与选择专业动机比较分析（ｎ）

选择专业动机
出国就业意向

出国就业 国内就业 不确定
合计

出国就业 １２１　 ３０　 ６　 １５７

国内就业 ３６　 １５０　 ３９　 ２２５

不确定 １８　 １６　 ２０　 ５４

合计 １７５　 １９６　 ６５　 ４３６

２．２．４　出 国 就 业 最 低 起 薪　在１７５名 有 出 国 意 向 的 调 查 者

中，认 为 最 低 起 薪 每 月 在５　０００元 （人 民 币）以 上，其 中

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元８０人（４５．７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元７３人

（４１．７１％），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元８人（４．５７％），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
元４人（２．２９％），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元２人（１．１４％），１０　０００元

以上１人（０．５７％）。

２．３　家庭因素

２．３．１　家庭支持情况　只有２３．３９％的家庭支持 子 女 出 国 就

业，５５．７４％家 庭 不 同 意 出 国。２０．８７％的 家 庭 不 干 涉 子 女

出国。

２．３．２　家庭收入情况与出国就业的关系　对家庭收入在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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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和５万元以上的 子 女 有 出 国 就 业 意 向 的 人 数 进 行 统 计

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５．０４，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家庭收入５万元以下与５万元以上的子女

　　　出国就业意向比较分析

家庭收入 ｎ 出国意向 比例（％）

５万元以内 ２９２　 １５３　 ５２．４

５万元以上 ７９　 ２２　 ２７．８

合计 ３７１　 １７５　 ４７．１７

２．４　社会因素　在入学填报志愿中选择国内就业和不确定的

共２７９人，其中，５４人发生改变，选择了出国就 业，其 原 因 为 学

院因 素（老 师、同 学 及 学 院 出 国 就 业 的 环 境 氛 围 等）４３人

（７９．６３％），家长因素６人（１１．１１％），朋友因素２人（３．７０％），

其他３人（５．５６％）。在 入 学 前 选 择 国 外 就 业 和 不 确 定 的２１１
人，其中，４６人 改 为 国 内 就 业。其 原 因 为 英 语 成 绩 低２６人

（５６．５２％），出 国 费 用 高 １２ 人 （２０．０９％），父 母 反 对 ４ 人

（８．７０％），朋友因素２人（４．３５％），其他２人（４．３５％）。

３　讨　　论

３．１　涉外护理专业在校生的就业意向将直接反映毕业后的就

业方向。本 次 调 查 涉 外 护 理 专 业 学 生 具 有 出 国 意 向 的 仅 占

４０．１４％，这一比例远远 低 于 学 院 专 业 培 养 目 标。究 其 原 因 主

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 素。首 先，随 着 中 国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人

均收入明显增加，以挣钱为 目 的 的“护 士 出 国 热”已 明 显 降 温。

９６％的学生认为在国外就业最低月薪应在５　０００元（人民币）以

上，这样原来出国就 业 占 主 体 的 一 些 中 东 国 家（月 薪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元人民币左 右）就 失 去 了 吸 引 力。其 次，由 于 涉 外 护 理 专

业多为女生且为独生子女，使得５５．７４％家长不同意子 女 出 国

就业，这也是造成出国就业意向偏低的另一主要因素。

３．２　“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和“解决个人就业问题”是

涉外护理专业学生选 择 出 国 就 业 的 主 要 驱 动 因 素。家 庭 收 入

在５万元以下和５万元 以 上 的 子 女 出 国 就 业 意 向 具 有 明 显 的

差别，低收入 家 庭 的 子 女 多 选 择 出 国 就 业。但 高 额 的 出 国 费

用，又会使这些低收入 家 庭 的 学 生 望 而 却 步。可 见，解 决 低 收

入家庭学生出国费用问题是提高出国就业率的一个有效途径。

因此，建议卫生主管部门 要 制 订 护 士 出 国 就 业 的 鼓 励 政 策，规

范中介机构的市场行为，为困难学生提供贷款帮助。学校要积

极拓宽护士输出渠道，降 低 出 国 成 本，甚 至 可 以 与 社 会 组 织 合

作以基金会的形式解决学生出国费用的问题［２］。

３．３　学校的环 境 因 素 对 学 生 就 业 意 向 的 改 变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老师、同学及学校出国就业的环境氛围促成学生由国内就

业转变为国外就业。同 时 英 语 成 绩 差 和 出 国 费 用 高 也 会 使 学

生由国外就业转变为国内就业。因此，提高国外就业率首先要

营造出国的氛围，如将国 外 文 化 知 识 引 入 课 堂，邀 请 国 外 就 业

的毕业生回校做报告、强 化 教 师 的 引 导 作 用、使 学 生 在 这 种 环

境下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推进涉外护理专业课程体系

改革，引进国外护理教 育 模 式，力 争 与 国 外 护 理 课 程 对 接。加

强英语教学，提高英语应 用 能 力，使 语 言 水 平 能 够 达 到 出 国 的

要求，这些措施都将增强 学 生 出 国 就 业 的 自 信 心，从 而 提 高 出

国就业率。

３．４　本院涉外护理专业为专科层次，生源主要来自于省内，属

于欠发达地区。本次调查仅能反映专科层次、欠发达地区涉外

护理专业学生出国就 业 的 意 向 及 其 影 响 因 素。不 同 地 区 和 不

同的学历层次其出国就业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各学校应根据

本地区的特点在出国就业上采取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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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意识。

以上管理模式作为医院整体医疗软实力水平高低的具体

体现，如何将这种软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而纳入全院的经济目

标考核也是推动这一改革的关键，可从医院完成的经济指标中

按一定比例提取信息费奖励给图书馆或自主经营加监督管理。

只有这样，人力物力才能 尽 善 其 用，才 能 调 动 从 业 人 员 的 主 观

能动性，变被动工作为主 动 工 作，真 正 为 医 院 医 务 人 员 和 患 者

提供便捷、优质的个性化服务。

４　医学图书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医院图书馆工作应作为未来医院信息资源管理的前沿窗

口，必须具备新的思路、新的变化、新的格局和新的面貌来应对

不断迎来新的挑战。未 来 医 院 图 书 馆 的 发 展 和 空 间 也 将 随 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 逐 步 延 伸 和 扩 大。因 此，医 院 图 书 馆

在加大硬件投入的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技能和

素质的提高。才能真正建设好符合现代化医院需要的图书馆，

真正为临床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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