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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夭”从医路
   学医热：高考招生会医学院校“受捧”
   从医冷：60 万医学生 10 万穿“白大褂”
      ▲ 本报记者  陈朝阳  杨萍

眼下，既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也是毕业季，医学领域呈现出“学医热”与“从医冷”

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方面医学院校招生分数居高不下，高考招生咨询会现场火爆；

另一方面，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每年培养 60 万医学生，只有 10 万人穿上“白

大褂”。从医路缘何“早夭”？ 

从 5 月份开始，各大中专院

校的高考招生咨询会就按照惯例

举行。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

科大学高考招生咨询会均被曝出

现场“惨淡”的照片引发业内关

注。咨询会现场隔壁学校展位人

头攒动，而相邻的医学院校咨询

展位只有招生人员一人，脸上写

满着无奈与忧伤。

如此富有冲击力的照片，让

王牌医学院校“无人问津”的信

息快速传播，“无人学医”让不

少业内人士心酸不已。

有图不一定有真相，事后，

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

都在第一时间“辟谣”，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声称：咨询会依旧很

火热。

近日，《医师报》记者来到

高考招聘会现场，实地感受到考

生及家长对于学医的热情。

6 月 26 日，记者来到安徽省

2016 年普通高校招生（皖北片）

现场咨询会现场。

安徽医科大学、蚌埠医学院、

皖南医学院等该省几所医学类院

校悉数亮相。

中午 11 点 30 分，同在一个

教室的其它非医学类院校招生人

员已离场，医学院校招生人员面

前仍聚集着大量考生及家长。

蚌埠医学院招生人员告诉记

者，对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及首都

医科大学招生咨询会“遇冷”的

新闻有所耳闻，不过从该校的咨

询会情况来看，人还是比较多的，

考生及家长的学医热情很高涨，

学校的录取分数也看涨。

在网上不乏关于医学院校分

数持续走低的消息，记者调查发

现，目前，尚未有权威调查数据

显示医学院校招生分数走低，首

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王牌医学院校分数线依旧在高位

运行（见表）。

以最近因改名事件而闹的沸

沸扬扬的西南医科大学（原泸州

医学院、原四川医科大学）为例，

西南医科大学在外省被纳入本科

第二批次招生，不过录取分数直

逼一本分数线，个别省份甚至超

过一本分数线。

记者调查发现学医“爆冷”

的认知源于信息的片面，不能将

一个院校一时分数降低及状元不

学医等价于整个学医“爆冷”。

2015 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在江

苏招生爆出大冷门，分数线跌到

贴近一本线，这成为学医“爆冷”

论调的主要证据。此外，高考状

元不学医也成为众人看衰医学的

重要原因。

高考季围绕着是否要学医的

争论又开始多了起来，诸如“后

妈生的才让学医”的段子在朋友

圈流行。在咨询会现场，考生及

家长们选择从医的动机则很务实。

“人总会生病，生病就离不

开医生，我认为医生是个不错的

职业，家人生病了还能得到照顾。

我们当地缺医生，毕业之后孩子

好找工作。”李颍女士告诉记者。

对于目前业内关注的医患关

系，医生的人生安全等问题，家

长们的回答则颇为理性：总不能

医生都被杀吧，这样的事情毕竟

是少数。

劳动强度大、医患关系紧张、

付出多收入少，对于这些从医路

上的“拦路虎”，考生与家长们

并不十分了解。

在蚌埠医学院发布的一份

2016 招生简章中记者看到，该校

成为为数不多面向文科类考生招

收临床医学的院校，吸引着众多

文科考生前来咨询。

“医生是技术活应该比较好

找工作，家里人生病还能图个方

便。文科能报的专业比较少，我

准备报考这个专业。”高考生赵

倩倩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听到，考生们询

问最多的问题是分数线与就业的

问题，对于医学及未来职业发展

则知之甚少，多数考生及家长对

于医学五年制教育表示出不理解。 

当 局 者 清， 旁 观 者 迷。 现

实中的求医难、对于这个行业知

之甚少、对于职业并没有科学认

知……“学医热”的背后为“从

医冷”买下伏笔。

武灵（化名）是首都医

科大学 2016 年临床专业的硕

士毕业生。再过几天，她就要

到某保险公司投资的健康管

理公司工作了。对于她苦读八

年后却选择离开临床，身边

的朋友、同学无不表示遗憾，

她自己却说，“我觉得还好，

没什么遗憾的。”

武灵隔壁寝室的姑娘汪

颖（化名），顺利与中国民

航总医院签了就业合同，尽

管没被分到自己心仪的科室，

毕竟解决了编制问题，这个

山西姑娘还是兴冲冲地上班

去了。

其实，一开始，武灵并没

有打算毕业就离开临床。“在

临床实习时，我确实发现医患

关系紧张，患者对医生充满着

不信任，科研压力无处不在，

可想起自己当初高考报志愿

时的毫不犹豫，整整八年的辛

苦付出，我并不想落一个学医

不从医的结果。”事不遂人愿，

说的大概就是武灵了。先是在

北京工作找得不顺利，后来

她想回老家参加事业编考试，

却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

业考试时间冲突。

有一次值夜班，凌晨护

士来叫武灵去处理有突发情

况的患者，从座位上站起来的

一瞬间武灵晃了一下，差点晕

倒在地。那一瞬间，武灵想

到自己从小体质就不好，去

临床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自己的从医热情，也渐渐被

消磨着，她最终把眼光放到了

临床之外。拿到了执业医师

资格证的武灵，去做了健康

管理，月薪八千。她说：“这

份工作和我的专业还算相关，

我不后悔。”

汪颖是肾内科研究生，虽

然今年肾内科研究生很抢手，

但由于竞争太激烈，汪颖没

去成，医院征求了她的同意，

去干保科。“我不想回老家，

想留在北京。三甲医院的大

科室，像是呼吸科、心内科，

人才基本都已饱和，即便招应

届生，也更喜欢博士。像我们

这种硕士生，其实机会很少。

大城市的机会更多，我能学到

更多东西，所以再难我都想留

下。”汪颖说。

毕业于湖北医药学院的

秦明，是临床专业的本科生。

对从医仍然抱着极大热情的

他，本来计划考取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的硕士，可惜面试没

过。他目前在老家的一所医

院急诊科上班，准备边工作

边考研。“临床工作很辛苦，

但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

拿手术刀的医生。我会坚持下

去的。”

某移动医疗公司招聘医

学编辑，不少名牌医学院校毕

业的学生前来应聘，这让人事

主管都觉得颇为可惜：培养个

医学生真不容易，他们去医院

会不会更好？ 

医学教育的基础是提升医学人员的人文素质，

这绝不是一门“医患沟通技巧”课程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应该让医学生对人和生命一个丰满的认识，

而不是传统的医学教育只是从解剖、组培、生理、

生化，实际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要唤醒医学

生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对这个职业的崇尚和信仰。

我们更希望通过一个缓慢的过程让医学生慢慢地

树立起对医生职业担当的信仰。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岳

乌龙：王牌医学院校竟“无人问津”

现场：医学院校成咨询会“热门”

声音：务实与无知

现实：转身离开 vs 不忘初心 

专业名称 年份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考生类别 录取批次

经济学类 2015 673 673 673 理科 一批

机械类 2015 673 673 673 理科 一批   

机械工程 2015 675 678 674 理科 一批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5 674 674 674 理科 一批

临床医学 2015 667 675 663 理科 一批

表  2015 年上海交通大学在河南省各专业录取分数比较

学生及家长在招生会现场将医学院老师团团围住   摄影 / 陈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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