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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医工融合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隐性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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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析对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有潜在影响的隐性因素。方法　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收
集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隐性影响因素的资料，应用扎根理论提取访谈资料的初始概念，基于主轴编码确定概

念的副范畴和主范畴。结果　共提取１３９条描述性子句，分类归纳后形成２９个初始概念，最终提取１０个副范
畴（教学设计、课堂沟通、情感建设、学生管理、奖惩机制、伙伴影响、师资管理、教师成长、校内环境、校外环境）和

４个主范畴（教学行为、学业管理、师资建设、学习环境）。结论　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隐性影
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教学行为、学业管理、师资建设和学习环境４个方面。而要避免这４个方面对人才培养质量
的影响，则需要从学生层面、教师层面和管理层面做好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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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工融合是指以临床医学为载体，以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手段，以

医学领域和工学领域知识、技术、方法的交叉融合、

协同创新，促进并实现医学科学、医疗技术的跨越

式进步［１］。而医工融合人才的培养正是适应经济

社会的发展，培养具有交叉学科思维、通晓医学和

工学基本知识，能够主动发现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并运用工学方法加以解决的创新型人才。但是

由于工科教育的特殊性，医学院校的医工融合人才

培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研究问题，正在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２］。

如果把医学院校的工科人才培养工作看做一

个系统工程，那么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质量是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３］。显性因素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课程体系

建设、教学监控管理、教师治学态度等。而隐性因

素则指那些对人才培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又

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因素［４］。包括：学生对专业的

认知度、学生的学习动机，班级学风、学习环境等因

素。只有均衡考虑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在人才培

养质量中的作用，才能最大程度提高医学院校医工

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由哥伦

比亚大学的ＡｎｓｅｌｍＳｔｒａｕｓｓ和ＢａｒｎｅｙＧｌａｓｅｒ两位学
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该方法是运用

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

导出理论模型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在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取得良好的分析效

果［５］。

目前，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显性影响

因素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隐性影响因

素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扎根理

论的技术和方法，通过对医学院校工科学生和教师

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收集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隐性

影响因素，并构建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的隐性影响因素模型，以期为今后有的放矢地

提高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决

策支持。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为定性研究。调查对象是某医学院校

“物联网工程”“医学信息工程”和“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３个医工融合专业的本科生和部分教师。
采用焦点小组访谈收集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隐性影响因素。为了提高本研究样本的代表性，

我们将焦点小组访谈分两轮进行，首先进行针对学

生的小组访谈，然后进行针对教师和辅导员的小组

访谈。学生组访谈对象是在３个医工融合专业的
二年级和三年级本科生，分别从学习成绩排在班级

前２０％、２０％～８０％和后２０％的学生名单中各随机
抽取两人，共３６人。教师组访谈对象包括专业课
教师和年级辅导员，要求访谈专业课教师有至少５
年以上的教学工作经验，辅导员要求有至少８年以
上的学生管理工作经验。所有受访者被告知本研

究的目的和内容，在征得其同意后，将其纳入焦点

小组访谈。最终，遴选２４位本科生，６位教师（４位
专业课教师和 ２位年级辅导员）组成访谈小组。
教师和辅导员访谈在不影响受访对象工作的情况

下进行，学生访谈于晚上７点整，在卫生管理学院
会议室进行，整个过程持续２ｈ。
１．２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非结构化访谈问卷完成数

据收集。该问卷条目是基于前期已发表的相关研

究论文设计的，经过一轮学生预测试和一轮专家评

估后定稿。问卷条目完全采用开放式回答来收集

信息，仅规定讨论的内容范围，而不预设标准答案。

问卷共有１１个开放式问题。见表１。

表１　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影响因素的
非结构化访谈问卷

编号 问题 调研对象

１ 您认为除了一些传统教学监控措施（例如：课堂教师听
课，教学质量评估等）以外，针对工科教育特点，还可以
在哪些方面加强教学质量的监控管理？

学生

２ 您认为工科专业课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对您学习成绩
存在影响吗？如果存在影响，请您谈谈有哪些影响。

学生

３ 您重视与老师（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吗？您认为
师生间的和谐关系是否会影响您的学业成绩？

学生、教师

４ 请您谈谈对于您所读专业开设的工科类专业课程的认
识和评价？

学生

５ 请您谈谈合理的奖惩制度在激励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
的作用？

学生

６ 除了上述谈到的问题以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会影
响您的学习积极性？

学生

７ 您认为除了绩效考核、教学督导等传统教学质量监控
措施以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您提高教学质量的积
极性？

教师

８ 您认为和谐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医学院校工科专业
的人才培养质量吗？

学生、教师、辅导员

９ 请依据您的工作经验，谈谈为了提高医学院校的工科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学生管理工
作？

辅导员

１０ 依据您的了解，除了校园内部环境以外，还有哪些校外
环境因素可能对于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产生影响？

辅导员

１１ 您认为从学校层面还可以在哪些政策、管理方面为工
科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

教师、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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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资料分析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通

过以下４个步骤完成隐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建模。
第一步，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通过对文本

资料的分析，提取与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影

响因素相关的论述，并将其拆解为独立的描述性子

句；第二步，根据独立的描述性子句所反映的特征

和含义对子句进行开放性编码，形成初始概念；第

三步，依据开放性编码结果形成副范畴及主范畴；

第四步，构建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隐性影响

因素的理论框架。

１．４　质量控制
为确保信息收集质量，会前准备好两个录音笔

分别设置在会场两端。在会议开始后，首先向与会

者充分介绍教学质量隐性影响因素的概念，并将国

内外开展的相关研究现状及取得的成果和观点整

理成文字材料，发放给与会人员，并安排会前的交

流时间，以便受访者充分了解教学质量隐性因素的

相关概念。访谈会议中，主持人一方面鼓励与会者

就本课题研究内容开展头脑风暴讨论，另一方面注

意控制会议节奏和讨论内容与本研究的相关性。

对于访谈内容采用双麦克风录音，双人记录、整理、

核对录音资料。

２　结果

２．１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基于原始资料寻找初始概念的

过程［６］。本研究共归纳独立的描述性子句１３９条，
分类归纳后形成初始概念２９个。见表２。

表２　开放性概念编码及内涵实例

编号 初始概念
参考
点数

内涵实例

１ 教学环境 １５ 天气较热课堂里也没开空调，就这一个原因
我就不想听课了（Ｓ０３）

２ 学生的专业认知 １３ 我们专业是医工融合的交叉学科，刚进校时
特别想对本专业有所了解，但不知问谁（Ｓ１１）

３ 师生交流 １０ 我就比较喜欢私下找老师聊天，感觉老师也
很乐意和我们聊天（Ｓ１４）

４ 幽默感 ９ 上课很幽默，被老师吸引，不知不觉就下课了
（Ｓ１７）

５ 普通话教学 ９ 老师方言比较重，说话听不清，说的什么我听
不懂，更难以理解（Ｓ０３）

６ 课堂纪律 ９ 喜欢老师对课堂教学纪律严格要求，感觉对
我们很负责（Ｓ１９）

７ 自习环境 ８ 工科实验室太小了。而图书馆灯光偏暗，还
不让自己带台灯，也不让带电脑，不方便我们
自习（Ｓ１９）

８惩罚 ８ 还是需要加强惩罚，尤其是考试作弊，有的监
考老师不太认真会让我感觉考试不公平
（Ｓ２４）

９课堂行为 ７ 看到上课时有一些同学在玩游戏或者睡觉，
我也会受影响（Ｓ２２）

１０课件制作 ６ 课件设计得很好，没那么多文字，一些图表有
助于我们理解所学的知识（Ｓ１）

１１教师形象 ５ 衣服很得体，一看就是很重视上课，对教学很
有信心（Ｓ３）

１２语言表达 ５ 老师说话总在一个频道上，像老夫子，没有抑
扬顿挫，让人想睡觉（Ｓ２１）

１３旷课 ４ 看室友睡过点了，我也不想起床，所以就和他
一起旷课了（Ｓ１５）

１４鼓励 ４ 课堂上无论回答对还是错，都希望老师能给
予正面的评价（Ｓ０７）

１５课程情感 ３ 工科类的课程感觉好难，有的课程我前几节
听不懂，就不想再听下去了（Ｓ０５）

１６答疑解惑 ３ 有一位外聘的工科专业课教师，我们提出问
题他就让我们自己百度（Ｓ０９）

１７工科专业课衔接 ３ 感觉我们的工科类课程之间缺少衔接，一门
课上完就上完了，不知道对后续工科专业课
程有什么帮助（Ｓ１９）

１８教学工作激励 ２ 除非教学工作做得特别好，拿到教学成果奖，
否则感觉教学工作做得好不好，对自己的影
响不大，而拿奖对于医学院校的工科专业来
说太难了。（Ｔ０３）

１９校园环境 ２ 可能是新校区的原因吧，但是和我想象中的
大学不一样，刚到学校的时候，都是小树新楼
没有积淀感，很难让我产生信任感和依附感，
有点失落（Ｓ１１）

２０工科教师职称晋升 ２ 相比医科专业，在医学院校工科专业的职称
晋升太难了，想起来职称上不去，就对教学工
作没了劲头（Ｔ０２）

２１双肩挑兼职 ２ 学院工科教师短缺，除了上课，我还要承担学
院的行政管理工作，有时候忙不过来，感觉太
累了（Ｔ０３）

２２问题学生监督 ２ 对于不守纪律的学生必须加大管理力度，否
则会带坏整个寝室（Ｃ０２）

２３学业出口 ２ 因为是医工融合的交叉学科专业，学生都比
较关心未来的就业和考研，每年毕业季，都有
学生来咨询应届生的毕业和考研情况（Ｃ０２）

２４教师科研压力 １ 医工融合的专业特点决定了我们从事科研工
作必然占用大量精力，侵占了一些本可以用
于课程备课的时间（Ｔ０３）

２５工科师资培养 １ 我觉得对工科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职教育
很重要，但是最近一次关于教技、教法的学习
好像还是三年前的一个讲座（Ｔ０２）

２６外聘工科教师管理 １ 学校对于外聘的工科类教师待遇过低，有时
候联系外聘教师都是利用教师的私人关系
（Ｔ０１）

２７社会的专业认同 １ 虽然用人单位非常欢迎本专业毕业生，但是
社会上对交叉学科专业不了解，学生有时候
说出去自己的专业，别人会不理解为什么选
择这个专业（Ｃ０１）

２８父母婚姻 １ 我带过的有两个学生印象比较深，都是父母
离异的，性格比较孤僻，有顶撞老师的现象，
也是挂科困难户（Ｃ０２）

２９辅导员绩效激励 １ 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与辅导员绩效没有太大
联系，只要学生管理工作不要出现责任事故
就可以了（Ｃ０１）

　　注：参考点数，该概念在访谈中出现的次数；Ｓ，学生；Ｔ，教

师；Ｃ，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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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以扎根理论为基础，明确研究问

题主要范畴的动态过程。通过进一步对开放式编码

结果进行分析与提炼，本研究将初始概念映射到教

学设计、课堂沟通、情感建设、学生管理、奖惩机制、

伙伴影响、师资管理、教师成长、校内环境和校外环

境，共计１０个副范畴，和教学行为、学业管理、师资
建设和学习环境，共计４个主范畴中。见表３。

表３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概念３／４

教学行为 教学设计 课堂纪律、课件制作、教师形象、答疑解惑、课程衔接

课堂沟通 幽默感、普通话教学、语言表达

学业管理 情感建设 课程情感、师生交流

学生管理 专业认知、学业出口

奖惩机制 问题学生监督、鼓励、惩罚

伙伴影响 课堂行为、旷课

师资建设 师资管理 工科师资培养、工科教师外聘、双肩挑兼职、

教师成长 教师职称晋升、教学工作激励、辅导员绩效激励、教师科研压力

学习环境 校内环境 教学环境、自习环境、校园环境

校外环境 父母婚姻、社会的专业认同

２．３　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编码体系构建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

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隐性影响因素模型，见图１。该
模型为一个二维模型。第一个维度是依据主轴编

码结果划分的。该维度从工作内涵的角度出发，认

为教学行为、师资建设、学习环境和学业管理是影

响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隐性因素的四项核

心工作内容，提示需要做好这四个领域中的相关工

作，以帮助提高医工融合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第

二个维度是依据影响因素所属对象领域划分的。

该维度从工作对象的角度出发，认为提高医工融合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需要重点从教师、学生、管理三

个对象层面做好相关工作。第一个维度是主轴编

码的直接结果，第二个维度是对第一个维度的扩

充。

图１　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隐性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３　讨论

人才强国是我国的国家战略。医学院校担负

着培养医工融合相关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重

要使命。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是医学院校做好

跨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保障。前期研究已经

证明除了传统的教学软件、硬件保障体系外，还有

很多隐性因素会影响到医工融合人才的培养质

量［７８］，但是人们对这些因素缺乏深入的认知和思

考。本研究基于非结构化访谈方法收集数据，应用

扎根理论分析数据，提出可能存在的一些对医学院

校工科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隐性因素。

本文结果显示，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的隐性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教学行为、学业管

理、师资建设和学习环境４个方面，提示我们，为了
进一步提高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重视工科专业课堂教学过程中隐性因素

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作用。医工融合专业不同于传

统医学专业的显著特点就是授课内容涉及知识面

广，更加强调知识点之间、课程之间的融会贯

通［９］。这就对教师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发现更积极、有效的课堂沟通因素（教学课

件的优化、普通话教学、授课语气等）和教学设计

因素（课件设计、教师形象、课程衔接等），有助于

提高医学院校工科学生对所学习专业知识的接纳

程度，从而有利于提高医工融合专业人才的培养质

量。

第二，细化工科专业学生管理工作内涵，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前期研究结果表明，医学院校交叉

学科学生往往缺乏对专业的清晰认识，这种对专业

的不确定性会极大影响其学习积极性［１０］。在本研

究中也反映出类似问题。一方面是对学生的关爱，

包括重视师生交流，情感沟通，开展专业认知教育，

以及加强对学生家庭的了解；另一方面是认识到学

生管理中的奖惩机制和同学间的伙伴影响，对学生

学习动机的影响作用［１１］，尤其是建立对于一些不

适用处分处理的违规现象的约束机制，例如对于不

良课堂行为、旷课等现象的处理，从而形成良好的

班风、学风，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成长。

第三，合理配置工科专业师资力量，加大工科

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医学院校开展工科专业教育

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工科师资队伍建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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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学生和教师对该问题的相关表述也突

显了医工融合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因此

解决好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尤为重要。建议重点做

好以下三方面工作：首先，建立合理的校外工科教

师聘用制度，以弥补医学院校开展医工融合教育可

能出现的师资缺口；其次，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合

理布局师资力量。对于双肩挑教师可以适当安排

其行政工作，而对于骨干教师则应该鼓励其将主要

精力放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工作中；再次，重点

做好讲师及以下职称、非博士学位教师的教学激励

工作，尤其是工科教育背景教师的教学激励工作。

在评奖评优、课题申报等工作中予以扶持和倾斜，

激励他们做好教学工作。

第四，审视工科专业学习环境的顶层设计。

在学校层面，做好对于自习室、图书馆等学习

环境的营造和修缮工作［１３］，尤其注重对空调、灯

光、桌椅等公共配套设施的科学管理。在学院层

面，重视学生社团在专业教育中的作用，利用好校

内外资源，开展交叉学科的专业学术讲座和科普讲

座，加强学生的专业归属感和成就感。

４　结语

本研究在国内较早地针对医学院校医工融合

人才培养质量的隐性因素问题开展研究。研究结

果表明，提高医学院校医工融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不仅需要考虑传统意义上的教学质量监控措施和

教学软硬件设施的建设，还需要重视隐性因素对人

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作用。而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

因素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作用，未来需要开展更

加细致的横断面调查，开展定量分析研究，以便更

好地了解这些隐性因素是如何对教育质量产生影

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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