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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患者维护自

身健康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意识逐步提高［1⁃2］。因

此要求医者具有相关的卫生法学知识、诊疗过程中

充分实现患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引起医患纠纷［3⁃4］。

国内口腔医学院校普遍已开设《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但该课程法律知识较少且缺乏

系统性；同时并没有涉及与口腔医院（科）医生执业

密切相关的卫生法学知识，口腔医学生难以掌握实

际需要的相关法律知识。

针对口腔医院（科）工作的特殊性和我国目前

口腔医学院校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在口腔

医学生中开展相关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口腔医学生

现有卫生法学知识状况的基础上，为口腔医学院校

调整法学教育结构、合理设置卫生法学课程提供

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从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南方医

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广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和广

东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4所广东省较大规模的口腔

医学院的各年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中随机整群抽

样260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

二、调查问卷

本调查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在问卷设计上，结

合调查要求和目的确定主题，收集相关资料，分析

样本特征；综合考虑调查时间、范围、对象等因素，

确定采用微信问卷形式；严密设计问题与选项后，

通过试问检验问题是否清晰、逻辑是否合理等，多

方征求意见，对存在的不足进行修定；在小范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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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医学生中进行试测，结合应答的情况进行综合整

理、改正不足；最后经法律专家、统计学专家共同评

定与修改以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调查问卷（图 1）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

学生基本情况统计，第二部分为对法律重视和关注

程度，第三部分为对卫生法学知识的认知，第四部

分为对卫生法学教学的建议。问卷内容有“法律与

您的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您对《护理条例》《执业医

图1 口腔医学生卫生法学教育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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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传染病防治法》《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知道或了解几部”“您认为以下何种医疗行

为必须取得患者的书面同意才能够实施”“您的学

校是否设置了卫生法律法规相关课程”“您认为针

对卫生法律法规是否应开设相应的课程或培训”

“您觉得卫生法学课程开设的形式”“您认为最受欢

迎的授课方式”等。

在问卷引言中对问卷表的调查目的、对象、参

与原则（自愿、匿名）和填写方法做以说明，要求学

生根据自身对法律知识的积累和认知完成该调查

问卷，不必事先查阅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各院校学

生管理部门向口腔医学生发放微信问卷。

三、统计学处理方法

调查数据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分析，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260份，收回问卷249份，

回收率为 95.8%，均为有效问卷。对收回的 249份

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4所院校间的每项问卷内

容的调查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调

查结果详见表1。
一、口腔医学生对法律的重视和关注存在不足

调查显示，口腔医学生在法律与生活的关系方

面，73.49%感觉生活与法律相关，12.85%感觉生活

很少与法律关联，仅有11.24%认为生活与法律密切

相关，其余2.41%感觉法律与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在关注立法、重大案件等法律热点事件方面，

只有 7.23%的被调查口腔医学生能做到“详细关

注”，能“大体关注”的占73.49%，“只是知道不犯法”

的占 16.87%，还有 2.41%学生认为“不知道，做人靠

良心，那些无所谓”。可见口腔医学生对法律的关

注度有待提高。

二、口腔医学生卫生法律法规知识缺乏

对《护理条例》《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

《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5部与口腔医生

执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71.49%的口腔医学生对

这 5部法律法规都不了解；13.65%的学生了解其中

1部；10.04%的学生了解其中 2部；3.21%的学生了

解其中 3部；0.40%的学生了解其中 4部；全都了解

的仅占1.20%。

80.72%的口腔医学生知道医生有向患者知情

告知的义务，但对告知时机、对象等认识不一。

口腔医学生对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

到什么样的义务才算合格的判断参差不齐：39.76%
的学生认为是医疗行为发生时本院的医疗水平相

应的诊疗义务；16.06%的学生认为是医疗行为发生

时全国平均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另有16.06%
的学生认为是侵权责任法制定时全国平均医疗水平

相应的诊疗义务；11.24%的学生认为是医疗行为发

生时本地区平均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16.87%的

学生不清楚。

口腔医学生对医师在实施超说明书用药、超诊

疗规范诊疗行为时需满足哪些条件的认识片面：

81.93%的学生选择“有合理的医学实践证据”；

76.71%的学生选择“在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或危及生

命的情况下，无合理的可替代治疗方法”；71.08%的

学生认为“要保护患者的知情权”；42.17%的学生选

择“非实验研究性治疗”；8.03%的学生不清楚。

可见，大多数口腔医学生对卫生法学知识的掌

握情况并不理想，对各部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不够

了解。

三、口腔医学生对学习卫生法学的兴趣较高、

学习目的明确

被调查的4所口腔医学院均未开展卫生法学课

程。口腔医学生认为应该开设该课程的占87.55%；

8.84%的学生认为开设与否无所谓；仅有3.61%的学

生认为没必要。这表明大多数口腔医学生都意识

到学习卫生法学的重要性，具有主动学习的意愿。

在调查口腔医学生学习卫生法学的目的上，

93.57%的学生表示作为医疗工作的法律防范；

90.76%的学生是用于日常维权；78.31%的学生为了

提高个人素养，77.91%的学生为了提高医疗服务水

平。这表明，口腔医学生已经意识到自身知识结构

的不足，重专业轻人文的学习理念已经不能满足日

新月异的社会发展需求。

四、口腔医学生希望卫生法学课程的学习形式

为以案例分析为基础的专题讲座

对开设卫生法学教学形式的调查结果显示，

66.67%的学生要求采用专题讲座形式，46.99%的学

生希望用必修课的形式，39.36%的学生希望用选修

课的形式。

关于最受欢迎的授课方式的调查结果中，91.57%
的学生选择案例分析模式。同时，90.76%的学生希

望授课老师能同时具备医学背景和法学背景，67.87%
的学生认为授课老师还应具备伦理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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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口腔医学生卫生法学教育调查结果

问题

在您的印象中，法律与您的生活的关系是?
（单选题）

您会关注立法、重大案件等法律热点事件吗?
（单选题）

您对以下几部法律《护理条例》《执业医师法》

《传染病防治法》《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知道或了解几部？（单选题）

如果口腔医师在进行医疗服务时，没有对患

者履行相关的医疗风险告知义务的情况下进

行医疗服务，是否违法？（单选题）

您认为以下何种医疗行为必须取得患者的书

面同意才能够实施？（单选题）

法律规定应当向患者告知真实病情，但在保

护性医疗情况下不宜向患者说明时，您认为

应当？（单选题）

您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到什么

样的义务才算合格？（单选题）

您认为医师在实施超说明书用药、超诊疗规

范诊疗行为时需满足哪些条件？（多选题）

您的学校是否设置了卫生法学（与医药卫生

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学科）课程？（单选题）

您认为是否应开设卫生法学课程？（单选题）

您认为学习卫生法学有哪些作用？（多选题）

您认为卫生法学课程开设的形式应为？（多选

题）

您认为最受欢迎的授课方式？（多选题）

您希望卫生法学老师的最优教学背景应同时

包括？（多选题）

选项

感到生活处处与法律相关

感觉生活与法律相关

感觉生活中很少与法律关联

感觉法律与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详细关注

大体关注

我只是知道不犯法

不知道，做人靠良心，那些无所谓

全都不了解

1部
2部
3部
4部
全部都了解

是

否

不清楚

仅在手术实施时

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

任何诊断活动

任何治疗活动

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时

不清楚

只能向患者的配偶说明

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向陪同患者入院的人说明

不清楚

医疗行为发生时本院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医疗行为发生时本地区平均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医疗行为发生时全国平均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侵权责任法制定时全国平均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不清楚

在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或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无合理的可替代治疗方法

非实验研究性治疗

有合理的医学实践证据

保护患者的知情权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是

否

无所谓

医疗工作的法律防范

日常维权

提高个人素养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必修课

选修课

专题讲座

其他

理论讲授

案例教学

其他方式

医学背景

法学背景

伦理学背景

数量（次）

28
183
32
6

18
183
42
6

178
34
25
8
1
3

201
12
36
1

172
12
51
3

10
16

191
23
19
99
28
40
40
42

191
105
204
177
20
0

178
71

218
9

22
233
226
195
194
117
98

166
24
71

228
14

238
226
169

占比（%）

11.24
73.49
12.85
2.41
7.23

73.49
16.87
2.41

71.49
13.65
10.04
3.21
0.40
1.20

80.72
4.82

14.46
0.40

69.08
4.82

20.48
1.20
4.02
6.43

76.71
9.24
7.63

39.76
11.24
16.06
16.06
16.87
76.71
42.17
81.93
71.08
8.03
0

71.49
28.51
87.55
3.61
8.84

93.57
90.76
78.31
77.91
46.99
39.36
66.67
9.64

28.51
91.57
5.62

95.58
90.76
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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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多数口腔医学生希望学校以“案例分

析为基础的专题讲座”模式开展卫生法学教学，并希

望授课老师至少能同时具备医学背景和法学背景。

讨 论

一、口腔医学生法律意识薄弱、卫生法律知识

缺乏的原因分析

本此调查发现，当今大多数口腔医学生法律意

识薄弱，卫生法律知识缺乏。接受该问卷调查的口

腔医学生大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独生

子女。独生子女成长轨迹相似，从小学到大学，均

在父母呵护下生活，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和社会阅

历，不能敏感发现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

也就无法正确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从而不够重视

法律［5］。另外，由于口腔医学生专业课业重，并且考

试分数一直是衡量学生专业学习优劣的主要标准，

导致口腔医学生偏重考试科目的学习，对专业外的

其他知识不够重视。同时，由于口腔医学行业的就

业门槛不断攀高，本科学历已经不能满足大中型城

市普通医院的要求，甚至硕士研究生学历也很难进

入三级医院，因此考研、考博成为口腔医学生的主

要目标，难有余力关注其他学科。除此之外，口腔

医学生卫生法律知识缺乏也与学校未开设相关课

程等因素有关。

二、口腔医学院校开设卫生法学课程的必要性

调查中，大多数口腔医学生希望学校以“案例

分析为基础的专题讲座”模式开设卫生法学课程。

该教学模式的良好效果已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

卫生法学教育中得以肯定［6⁃7］。这是培养高素质口腔

医学人才的需要，也是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需要［8］。

口腔医学生的培养应从传统的以“病”为中心转变

到以“人”为中心，提高其法律法规意识，规范其医

疗服务行为。当今口腔医学生已经不仅仅满足于

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增强与自身执业相关的法律

素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日益增加。

口腔医学生卫生法律知识的学习与构建和谐

医患关系密不可分，在不影响专业学习的基础上逐

步完善学生卫生法律知识构建是口腔医学教育需

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口腔医学院校有必要开

设相关课程，使口腔医学生能够较好掌握与执业相

关的卫生法律知识，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和维护合法

权益的能力。但目前口腔医学生专业课程众多，临

床实习或实验研究任务繁重，若将卫生法学教育作

为一门必修课无疑加重了学生负担。口腔医学院

校对卫生法律知识教育的开展模式，应既能够满足

学生的需要，又不影响其本专业的学习。除了可以

通过学生欢迎的专题讲座形式开展外，还可以考虑

开设选修课，或利用现代化的通讯方式（如微信

等），将相关法律知识定期发送给学生，进一步提高

卫生法律知识普及的效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口腔医学生卫生法律

知识普及情况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口腔医学生的卫

生法律知识教育亟待加强，口腔医学院校有必要开

设相关课程，授课方式可采用以案例分析为基础的

专题讲座或选修课，该教育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还需要深入实践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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