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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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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重庆市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状况!探讨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方法
!

定量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法!抽取
2.2

名硕士研究生进行生活质量测评%定性研究
1(

名研究对象进行了个人深入访谈和关键人物访谈%结果
!

重

庆市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状况良好!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学业压力$经济状况$就业压力$心理健康状况$环境$家庭和婚恋

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结论
!

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关系到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社会的发展!应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预防和

干预措施提高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生活质量)硕士研究生)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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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教

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研究生的数量正以每年
1(0

的速度

增长'

,

(

)作为一个不断膨胀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研究生在面

临更多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学习*生活*就业*情

感等各方面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整体而言#国内研究生生活质量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证

研究较少#而且主要是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仅有个

别研究分析了研究生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

%$*

(

)因此#立足于

本国国情#为了解研究生的生活质量状况和主观感受#深入探

讨其影响因素#本组采用定性访谈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

重庆市几所高校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

?

!

资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定量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利用由

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生命质量普适性测定
+T$

1*

量表$简称
+T$1*

量表%

'

.

(评价来自重庆市
1

所高校的
2.2

名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质量#该量表较完整地概括了生理功能*

心理以及主观感受等各方面的健康概念#适合于
,-

岁以上普

通人群及一些特殊人群的生命质量评价'

2

(

)定性访谈采用非

概率抽样中的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对
,2

名不同专业硕

士研究生进行了个人深入访谈'

3

(

&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对

,(

名分别来自教育学*心理学*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卫生统计

学*社会学和疾病基因学的专家进行深入访谈#对
%

名长期从

事研究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关键人物访谈)

?/@

!

调查方法
!

采用问卷调查与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问

卷调查发放问卷
2.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份#有效回收率为

31/)0

)定性访谈方法主要包括!$

,

%个人深入访谈)以个人

为调查对象#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对硕士研究生和各领域的

专家教授进行了
%(

!

*(F@A

的开放式交谈#调查员作详细记

录并用录音笔录音)$

%

%关键人物访谈)对长期从事研究生工

作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进行了
1(

!

*(F@A

的开放式交谈)

?/A

!

质量控制
!

取得了学校领导和相关院校的密切配合与支

持#在专家的指导下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并经过预调查验证&

严格筛选调查员#并对其进行规范化培训&对调查问卷随机抽

查
.0

进行复核#符合率达
3(0

以上)研究人员对访谈提纲进

行了反复讨论#并为检验其可行性进行了预调查#课题负责人

对整个调查过程进行了督导和技术指导)

?/B

!

伦理学问题
!

调查前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资料分析中使用编码代表研究对象#不涉及其真实姓名&所

有资料只为本研究小组的研究成员分析使用)

?/I

!

统计学处理
!

定量调查资料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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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采用双录法#核对无误后#用
+'++,,/(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定性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利用
&P#

g

8C%((.

软件

对转录的资料进行整理*标记*归类*编码*描述并解释关键

主题)

@

!

结
!!

果

@/?

!

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质量现状
!

+T$1*

量表共包括生理功

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2

个维度)各维度满分为
,((

分#得分越高#说明生

活质量越好)

2

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生理功能
3%/,

分#其

次是生理职能
21/(

分#而精力维度得分最少#为
*-/%

分#见表

,

)在访谈中发现#受访研究生中#超过
*(0

的人表示对自己

目前的生活质量状况还比较满意#在访谈中本组听到如.生活

质量还是挺满意的)身体状况良好#作息时间比较规律/等回

答)而其余将近
-(0

的研究生则对目前生活质量不太满意)

主要表现在对自身身体*心态的不满意#外地学生对周围环境

的不适应)另外#专业人士和管理者表示目前研究生的生活质

量状况尚可#不好的方面主要是在就业期间心理的波动)

表
,

!!

重庆市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

-52%,

%

维度 所包含的条目数 得分$

Be,

%

生理功能
,( 3%/,e,1/1

生理职能
- 21/(e,3/3

躯体疼痛
% .%/*e,*/3

总体健康
) *3/%e,2/(

精力
- *-/%e,-/3

社会功能
% 2,/*e,*/*

情感职能
1 .)/.e%%/-

精神健康
) *2/(e,)/3

@/@

!

影响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

以
+T$1*

总分及

各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可能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从表
%

可以看出!在
&

5(/(,

时#

食欲状况*人际关系*学习压力*睡眠状况*与导师和家人相处

状况及专业满意度是影响生活质量总得分的主要因素)慢性

病*就业压力*经济压力*生源地和体育锻炼对其中的某些维度

有影响)访谈中发现#以下几个方面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

,

%经济状况)被访谈的研究生普遍提到经济水平的好

坏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专业人士也

提到#经济状况会影响到研究生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

%就

业压力)访谈发现#不同年级*专业的研究生都对就业和前途

比较担忧#强调这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影

响生活质量的%还有就是前途和事业的问题)这个也牵涉到前

面提到的一部分焦虑的问题)/关键人物和各领域专业人员也

谈到了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的压力对研究生的生活质量有

影响)$

1

%心理健康状况)关于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生主要提

到了个人思想和心态).影响一个人生活质量的肯定最主要的

是思想和心态#即人的观念和价值观)/心理学专家也提到心理

健康状况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影响很大#.心理不健康的#他的

生活质量肯定是非常非常差的)/$

-

%环境)在访谈中#外地生

源的研究生很多都提到对重庆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适应问

题是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

%家庭和婚恋压力)有部分研究

生提到来自家庭和婚恋的压力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影响)

.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还包括婚姻*家庭*事业#有些压力是来自

于家庭的)/对专业人员的访谈中也提及这些因素的影响)

表
%

!!

+T$1*

总评分影响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的

偏回归系数
E !

常数
,),/%1- %/*33 R )*/(-, (

食欲
R)/123 (/2%( R(/%%* R*/).* (

人际关系
R./(%. ,/(-, R(/%,1 R*/.-2 (

学习压力
R1/%(2 ,/%,) R(/(3. R%/*-% (/((2

睡眠
%/%(2 (/-33 (/,-, -/-%- (

与导师相处
R%/.*% (/23. R(/,,( R1/(.3 (/((%

与家人相处
R1/(13 (/2)1 R(/,,. R1/)*- (

专业满意度
R1/%3( ,/%%, R(/(3. R%/*3) (/((.

!!

R

!表示无此项)

A

!

讨
!!

论

生活质量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生活

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包括

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信仰

与精神寄托'

,(

(

)

本次调查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两种方

法可以相互补充#发挥各自的优势#使研究结果更全面*更可

靠)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用于深入分析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信

念和行为习惯等#在研究生活质量复杂性和主观因素方面有着

明显的优势#对于了解人们怎么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定性资

料能够有效捕捉到定量研究所不能捕捉的微妙的复杂信

息'

,,

(

)目前国内鲜见通过这种方法来了解研究生的生活质

量)通过研究发现重庆市硕士研究生的生活质量状况呈中等

水平#与龚红梅'

%

(的研究结果一致)大部分研究生对目前的生

活满意度尚可#这和张亿全和高燕'

1

(对在校研究生的校园满意

度的调查结果是相符的)研究还发现研究生主管机构和老师

很少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感受和实际困难#提示相关部门在今

后的工作当中应加强和改进)

调查发现经济状况*就业压力*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环

境*家庭和婚恋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对重庆市硕士研究生的

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尤其是经济状况是影响研究生生活质量

的重要因素)经济条件差的学生要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虽然

部分程度上可以督促其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活上的巨大

压力#必然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

(

#提示学校等相关部门

应有针对性地对研究生的经济条件予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

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就业压力对不同年级和专业的

研究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压力可能影响研究生的精

力*睡眠和心理状况'

,1

(

)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外#各级地方政

府也应加大对研究生就业的指导和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也会对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语言交流障碍*风俗

文化差异*饮食习惯不同都会给外地学生造成很大困扰)学

校*导师应多给予这类学生以关心和支持&同时来自家庭和婚

恋的压力也会给研究生带来影响#可见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支持

对研究生相当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一般都处于适婚年

龄#但是由于交际面窄#学习和生活压力大#各方面都不够稳定#

婚恋压力比较突出#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下转第
%1)1

页%

()1%

重庆医学
%(,,

年
2

月第
-(

卷第
%1

期



系方式#致无法对未到位疑似肺结核患者进行追踪#影响了肺

结核患者的发现)

A/A

!

建议
!

充分发挥乡村医生在结核控制工作中的作用#相

关业务部门应加大培训力度#制订针对具体人群*具体知识点

的培训计划)上级部门应对乡村医生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严

格考核#提高和更新肺结核病相关知识#早期识别肺结核可疑

症状者#及时转送至结核病防治机构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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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心理状况对研究生的生活质量以及民族的发展振

兴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研究生教育过于强调专业化#注重科

学研究的发展而忽视对研究生身心健康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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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

情况#应加强体能锻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心理健康状况和生

活质量的关系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本研究显示二者

是有一定联系的)同时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反映生活质量高低

的一个重要方面#心理健康状况不佳会引起研究生生活质量的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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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良好的心理状况会提高对生活的满意度)这和游昕

洁等'

,-

(的研究是一致的#提示应加强对心理问题的关注#针对

性地对硕士研究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干预#抑制和避免负面

情绪#这对提高硕士研究生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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