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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事 ! 社区版

跨越公交转地铁的距离
从基础医学院到仁济临床医学院，需要

先搭乘 !站 "#$路公交，再换乘 %站 %号线，
这一段路程在导航软件上显示需要 %&分钟。
不过从基础到临床的跨越，并不是简单的公
交换乘地铁所能概括的。学习的压力并不因
为环境的转移而有所减轻。学习上，开学尚未
足月，同学们就惊异地发现已经有了期末考
试。数周即完结一门课程，每学期多门课程无
缝衔接，这对于不少同学来说都是新的考验。
加上在基础医学院尚有科目仍未结课，每周
常有数日需要教学医院与基础医学院间来回
奔波，这对于各位的时间管理都提出了新的
挑战。

最能直观体现医学生课余时间减少的，
是各学生组织的人数。各临床医学院团学联，
团总支，易班工作站等参与工作的同学相较
在基础医学院显著减少。不过当度过开始的
“不应期”后，大家明显渐渐适应了新的节奏。
据顾豪同学看来，“同学们看似哀鸿遍野，实
则夸张过度。”临床课程看似“拔苗助长”，一
门课 $至 &周结课后就考，使得周周有考试。
但是相对基础医学院跨度较长的课程设置使
得学业压力积压在期中期末两个高峰，跨度
减小了的课程使得每门课的平均负担也有所
下降了。故当适应之后，“总体而言，学业压力
没有明显变化，强度依旧。”故可以发现，完成
学习节奏转换的同学们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
化而放弃原有的爱好活动：交通大学校运会
上，由班级同学组成的长绳队取得了冠军；热
爱足球的邵子雨牵头组织了医学院的“足协
杯”比赛；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的前会长顾
豪依旧能找出时间回来值班。或许正如 ''届
临床医学八年制法文班的许洋同学所言：“多
年考试积淀下来，有的时候反而更从容了，也
算是一种成长吧。”

学习不再单一围着课本转
说起从基础医学院到临床医学院感受上

最大的不同，就不得不提到周围更复杂的环
境，更多样化的人群。“在基础医学院，或者说
在校园，周围都是你的老师和同学。我们学生
是校园的主体，组成相对单一。而到了临床医
学院，更确切地说，到了医院，周围的组成变
得复杂多了，事情不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已经从校园走向医院近两年的许洋如是说
道。当走出校园，才会发现有些事并不仅仅在
电视上才有。查房、采访、抢救、医闹……当发
生时，才会察觉许多曾经没多想过事情突然
就这么出现了。“这些故事，甚至你就是主角。
一方面这些锻炼着你的社会适应能力，另一
方面又不断地考验着你是否能够坚持最初的
梦想。这些都是课本上远远无法带给你的。”

正如许洋所言，学习的过程并不再是单
一的线程。'(届临床医学八年制的薛锦慧也
对此点表示赞同，“目前重要的不仅仅是成绩
排名，还需要注重游学，科研等方面的技能经
验。因为之后还要进科室开始实习，并开始着
手准备选择导师的方向，所以在发展规划方
面，就会去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同时
大家也会注意丰富自己的科研经历，提升英
文水平，为向导师展现一个更优秀的自己而
努力。”离开了基础医学院，不仅仅是离开了
校园，更是离开单纯围绕课本前行的生活。无
论是选择怎样的方向，医学生需要关注的方
面更纷繁复杂，需要面对的也不再是单一的

师生群体，从单一化的目标到多元化的奋斗
方向，医学生走出的，不仅仅是基础医学院的
大门，也是走出专心书本，不闻外事的象牙塔
的重要一步。

不变的是学以致用的心
走出基础医学院就是走出了专心盯着书

本的学习。临床医学院里学习的重要一部分
就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际当中。

)*'*级临床八年制的陆君涛回想起刚进
入临床学习的经历，认为虽然临床上的学习
与基础医学院中的课程有很大不同，但是基
础课程的知识对于实际运用中的学习非常重
要。“因为疾病背后的种种就是这些基础知
识，而疾病的治疗也是根据这些基础知识来
的。要举例子的话，轮转中的例子多到不胜枚
举。比如在心内科的工作中，心律失常就涉及
了心脏解剖、心脏电生理、药理等各方面的知
识。比如在肾脏科轮转，就要对肾脏代谢的各
方面，各种电解质失衡了如指掌，而这些问题
都不同程度涉及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方面的
知识。”

当基础知识遇上临床，尽管学习目标有
所差异，但对于医学生来说不变的是那颗学
以致用的心。许洋表示如果你对每位老师都
给予足够的尊重，认真沉浸在临床医学院的
每一天，那么“不管愿不愿意，都能学到很多。
当你和很多院士、大家零距离接触，获得的并
不是签名或合照，而是亲身参与到他们的临
床或科研中。给你的未来指一个方向，对你的

努力进行一个点评，他们身体力行地感染着
你，成为你美好的回忆。”

临床上老师的严苛也促使着医学生们进
行着更仔细认真的学习。
陆君涛拿自己在肾内科的学习经历“现

身说法”：老师开完医嘱之后，询问为何要给
慢性肾脏病晚期患者补充活性维生素 +。尽
管在生化书本上学习过维生素 + 有预防骨
质疏松的效果，但当给出这个答案后，她还
是被老师批评了一番。因为这只是问题的一
方面，只从维生素 + 的生化角度来考虑这
个问题是不合格的，当老师给出“对于 ,-+

（慢性肾脏病）&期的病人，需要关注的问题
是很多患者上存在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亢进”的提示后，她便借着这个问题，巩固学
习了维生素 + 纠正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机
理。“再深入下去，就可以引出对继发性甲状
旁腺功能亢进的成因，继发性甲甲状旁腺功
能亢进的后果等一系列问题的学习。所以在
临床医学院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病人，如
何把学到的基础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是一大
重点。”

每一个疾病的复杂性都决定了患者的情
况永远不会完全按照书本般简单明了。走出
基础医学院进入临床医学院学习的意义正在
于此。此外最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冲击着每
位走出书本的医学生的内心。当面对的是鲜
活的生命，真切的生死，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思
索，未来的规划，精神的磨练才能具有最贴近
实际的意义。

! ! ! !随着 )*'.高校春季招聘进入高峰期，即
将步入职场的第一批 "&后也成了社会关注
的焦点。近期，国内领先的分类信息网站百姓
网在对 "&后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调查时发
现，强调自由和个性的 "&后与往届毕业生相
比差异显著，就业重“钱景”更重前景，最青睐
互联网等创新行业。

据调查，"&后大学生“新”就业观主要体
现在三大方面。首先，在行业选择上，"&后的
目标更加多元化，偏爱互联网、游戏等创新行
业。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等新
兴行业也需要更多“新鲜血液”加入。除了互
联网行业之外，在 /0火爆的当下，游戏行业
也受到 "&后大学生的热捧。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号召下，加之一系列鼓励大学生创业
的利好政策出台，大学生创业热潮也将只增
不减。
其次，在择业就业观上，"&后也表现了他

们的与众不同。在毕业生就业要素调查中，他
们更有规划，首要关注未来发展空间以及个
人兴趣，而在他们看来薪资福利不是最重要

的。近两年“待定族”和“慢就业”（毕业后不急
于就业）的现象日益突显，越来越多的 "&后
毕业生告别了以往“一毕业就工作”的模式，
选择“间隔年”来“充电”、游学、支教等，在尝
试中慢慢寻找自己的兴趣。

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到，“不管是更关
注发展空间和个人兴趣，还是是暂时不就业
的‘慢就业族’，都反映出了他们在就业问题

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也是就业观念转变
的具体表现。”

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是 1.&万人，比去年
又增加了 2.万人，就业形势确实更严峻了。
但 "&后大学生表现出来有主见、日趋务实理
性的就业观念，让他们对今年的就业情况持
乐观态度。

! ! !张钰颖"

毕业季!我们的课程进入实战
!!!医学生的课堂从学校转向医院

王圣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互联网等创新行业最受青睐

"#后初入职场倾向"慢就业#

对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2012级临床医学八年制的
同学来说，大四下这个学期，
是别人的毕业季，其八年的学
习之路甚至尚未到达中点。尽
管毕业仍十分遥远，他们确实
是离开黄浦校区的基础医学
院。八年的学习并不是固定在
一处，第一年在闵行校区完成
通识教育，此后三年来到黄浦
校区的基础医学院开始基础
医学课程的学习。当大四来到
尾声，他们在基础医学院的课
程就要告一段落，迎接在这群
医 学 生 面 前 的 是 新 的 篇
章———进入后期各教学医院
展开下一阶段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