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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态背景下积极心理学1454培养模式助力医学院校

实习生生命价值感提升

——以桂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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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质态背景下，医学院校的教育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有了更新的要求，对医学生的专业素养、攻坚克难精神、创

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专业实习阶段，这不仅是学术能力

的锻炼，也是人格、情感和价值观的磨砺的关键时期。本文针对医学院校学生实习阶段的心理特点和需求，将积极心

理学融入医学院校实习生1454培养模式中，助力医学生的生命价值观提升进行了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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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quality state, there ar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ls and talent cult ivation goals of medical col leges. Higher demands are placed on th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e spirit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innovation ability, teamwork ability, as well as 

the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dic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stage, it is not only an exercise of academic ability but also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tempering 

of personality, emotion, and values. Aiming at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internship stage,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reflects on integrating positive 

psychology into the 1454 training model for interns in medical colleges to help improve the life values 

of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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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世界科技进步前沿，着眼

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任务，提出的一个全新且重

要的概念。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

升。其主要特点在于创新，关键在于质量，实质上是先进生产力

的体现 [1-2]。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生产力”、人才培养的

“第一资源”和创新驱动的“第一动力”的重要承载体，是高端创

新人才的“集聚地”、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和创新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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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主阵地”[3-4]。在新质态背景下，医学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与机遇。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医疗体制的变革，医

学院校的教学模式和培养目标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对医学生的

专业素养、攻坚克难精神、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强烈的

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 [5-7]。尤其是在实习阶段，这

不仅是学术能力的锻炼，也是人格、情感和价值观的磨砺的关键

时期，医学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技能，面对繁重的临

床工作任务、复杂的病例处理以及长时间的轮转工作，还必须面

对第一次离开校园首次接触真实的医疗情境、患者的生死离别、

角色适应、专业胜任力、医疗环境中的人际关系与沟通困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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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的迷茫的情感冲击和考验 …… 实习生在面对种种挑战

时，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挫败和自我怀疑等情绪问题。如果这

些困扰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可能会对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和

心理健康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近年来，学生在实习阶段遭遇的心

理危机事件愈加频繁。因此，思政教育亟需关注心理支持和情感

关怀，提升医学生心理素养。

二、积极心理学提升医学实习生生命价值感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从马丁•塞利格曼的 PERMA幸福模型，包括五

个维度：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

人 际 关 系 （Relationships）、 意 义 （Meaning） 和 成 就

（Accomplishment），而支撑所有这 5 个元素的基石是24个优势

与美德，如热情、友善、幽默、勇敢、好奇心等 [8-9]。积极心理

学的核心理念是关注个体的积极情感、优势、心理韧性和生命意

义，旨在通过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情感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帮助人们应对困境，获得成长和幸福。尤其适用于提高医学生的

整体福祉 [10-12]。将马丁·塞利格曼的 PERMA幸福模型融入医学

实习生的培养中，可以有效提升他们的生命价值感，从而增强他

们的工作满意度、职业成就感以及幸福感。

三、积极心理学提升医学生生命价值感的实现路径

以下是以公共卫生学院实习班为例，将积极心理学理念融入

医学院校实习生1454（1，即“立德树人”主线；4，即“4个团

队”：辅导员、班主任、班级导师学校师资团队，研究生朋辈导

师、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朋辈团队，家长团队和医院带教老师团

队；5，即“五个维度”：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和成

就）；4，即“四个目标”：学、思、践、悟提升生命价值感）培

养模式的探索和思考。

（一）围绕“立德树人”主线，培根铸魂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以践行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为中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二十大精神，将生命至上、家国情怀、成长型思

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融入班级管理

中，培育学生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乐观

向上的心理品质。将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传大

爱，努力成为“国之大者”“德术双馨”未来医者的价值导向在学

生心里深深扎根。

（二）从“五个维度”夯实班级凝聚力，助力“四个目标”

达成

1.创设浸润式情境，注重积极情绪体验，培养成长型思维

一是创新了党日活动、主题班会等思政教育方式，通过举办

时间管理、看见成长的自己、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一致性沟

通、生命教育等专题的团体辅导浸润式“自我成长训练营”，注

重情感互动与积极体验；二是在班级群发起“21天自律打卡”和

“21天幸福三件事打卡”，引导同学们将学习、实习岗位上，坚

持自律，发现身边的小确幸，营造积极行动、积极反馈的良好氛

围，特别鼓励开展相互支持的情感交流，引导学生在扎实的努力

中看到成长，收获幸福，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帮助学生应对

实习、生活、人际交往中的可能出现的焦虑、恐惧、抑郁、挫败

感，提升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应对能力。

2.注重五育融合，引导积极投入，增强获得感

一是将优秀校友、桂医优秀学子、抗疫英雄等身边的榜样当

作活教材，将家国情怀、大医精诚、医者仁心融入，以德润心；

二是激发学生的潜力，结合大数据调研结果将班级分为学习方

法、人际交往、优化睡眠、时间管理提升四个小组，回应同学们

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实习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分组开展积

极探索和实践，在学思践悟中解决实际问题，以智慧心；三是将

积极心理学团体辅导融入到班级建设中，如“幸福党建”系列活

动、红色一帮一、书画比赛、压力与情绪调节工作坊、素质拓

展、“致远健康行”一院一品之“红丝带”实践活动，提升活动

的亲和力和互动体验性，在思想的碰撞，情感的共鸣中以美育润

心、以体强心、以劳健心，增强实习生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支持。

3.发挥四个团队的力量，促进积极人际互动，强化团队支持

与担当。

发挥“4个团队”的作用，提供温暖支持

（1）主题班会：发挥公共卫生学院“133465”协同育人体系

（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三方联动，以“问题、目标、结果”为

导向，促进人才培养的四个结合，构建六大协同育人体系，打造

五个思政育人品牌）优势，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

程。学院领导、辅导员、班主任、班级导师围绕学生们关心的话

题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主题班会20余场，内容涵盖角色适应、自我

认知、专业前沿、应聘技巧、沟通技巧、情绪管理与压力应对、

职业生涯规划等。

（2）朋辈互助：一是依托党团班一体化建设，在实习期间扎

实推进学院党委“五个表率工程”和入党积极分子“五个先锋工

程”建设，鼓励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真正将帮扶与服务走出

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实习医院，将服务从帮扶学弟学妹大学适

应、学习到如何将专业知识融入实习岗位，融入患者需求，融入

社会关注；二是“邀请指导”和“发挥引领”双重并进，邀请研

究生朋辈导师指导，开展16个2024级研究生朋辈导师围绕职业生

涯规划、求职技巧、简历制作、考公考编考研等专题给4个实习班

级开展了16场线上主题班会，另外发挥高年级传帮带的作用，在

参与12个低年级班级的学习、生活交流互助中提升自我价值感；

三是通过小组讨论、团体辅导工作坊等鼓励学生与同伴分享工作

中的情感困惑，建立支持性强的同伴网络，缓解孤独感与心理

负担。

（3）家－校－单位合作：通过座谈会、讲座、一封信、微

信群、一对一交流的方式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加强与实习生之间

的沟通和反馈，及时了解实习生的困难和问题，并给予指导和支

持。定期团队建设与分享活动，促进实习生与带教老师、同事之

间的沟通与信任建立，减少职场孤立感，并建立积极的反馈机

制，及时肯定医学生的努力与进步，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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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递正确价值，感悟生命意义，提升自我效能感

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人在困境中找到深层意义。在实习阶段，

通过引导实习生通过学、思、践、悟积极体验专业的价值与意

义，通过与患者建立深层次情感联系，增强对患者生命的尊重，

激发职业热情，鼓励结合专业，参与公益活动、医疗援助等项

目，如结合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等专

业，在实习单位、在中小学、在身边积极宣传传染病、慢性病的

预防与保健，宣传防艾、合理膳食、网络诈骗等专业知识的宣

传，并通过撰写心得、组织小组讨论、及时收集评价的方式促进

学生间的交流与鼓励。另外，也鼓励学生通过病例讨论、患者访

谈等活动，鼓励学生了解患者的故事和背景，帮助他们建立对患

者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从而激发他们的生命价值感，传承我

校“弘德善医”校训，彰显医学生的担当。

5.鼓励优势识别与自我效能感提升，促进积极成就，提升幸

福感

积极心理学倡导发现和发挥个人优势。在医学生的教育过程

中，帮助学生识别自身的长处（如同理心、洞察力、耐心、专注

力、幽默、好奇心、沟通能力、应变能力 ……），并鼓励他们

在临床实践中发挥这些优势，看到成长的自己。引导学生在目前

激烈竞争的就业形势下，学会接纳和调整情绪，正视自己的优缺

点、调整目标，制定计划，发挥自己的品格优势积极实践，强化

合作，勤于反思，掌握实习、就业准备、研究生备考的主动权，

在实实在在的努力中收获成长与幸福。主题班会和就业指导课中

通过积极心理学团体心理辅导、小组代表分享、理论讲解，围绕

认识自我、人际交往、挫折与应对、认知调节、就业心理调适等

方面，有意识的在课前、课中、课后引导学生看到自己的优秀品

质和积极资源，如通过“自我探索九宫格”和“我的幸福成长

树”的探索，学生们结合学习、生活、实习中遇到的困难和如何

克服的经历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看到了自己内在的资源和成长

的动力，在客观认识自我、理性应对挫折与挑战、客观看待他人

评价、勇于探索、积极实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提升自信心和职

业认同感，从而增强其自我效能感，提升工作满意度。

在新质态背景下，医学生面临的职业挑战和心理压力尤为突

出，而积极心理学为医学生的心理发展和职业成长提供了有效的

支持。不仅能够帮助医学生更好地适应临床环境，提升成长型思

维、心理资本和情感调节能力，还能够激发他们的职业使命感，

使他们在“大医精诚”与“医者仁心”的双重责任中找到更深的

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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