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城乡医护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差异研究

须
!

建!王梦梅!董
!

鑫!晏琳春!吴建青!聂仁秀!傅乐平!唐
!

全!吴海峰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44'

#

!!

摘
!

要"目的
!

考察城乡医护专业学生!即城市籍与农村籍不同生源医护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差异情况$方法
!

本文选用症

状自评量表"

-%+$C)

#'卡特尔
'2

种个性因素测验量表"

%57IOO'2

J

I=EB65O87

P

L5K7B=7IE7

!

'2,@

#'艾森克
T,fb

人格测试量表作为

测查工具!采取量表调查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
!

"

'

#根据
-%+$C)

的检测结果!在恐怖均分上!城市学生得分低于农

村学生以外!在其他因子上!城市学生得分均高于农村学生!各因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根据艾森克人格量表的检测结果!

在掩饰性得分上农村学生显著高于城市学生!在精神质'神经质'外向内向因子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4

#在卡特尔的次级人格比较

中发现!在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上!农村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而在适应与焦虑型'怯懦与果断型'内向与外向型得分上

差异不显著("

*

#在卡特尔的
*

种人格因素比较中发现!在新的环境中有成长能力的人格因素上!城市学生显著低于农村学生!而

在心理健康因素'专业有成就者的人格因素'创造能力人格因素得分上差异不显著$结论
!

农村籍学生刚进入城市时容易出现心

理问题$积极促进城乡学生的交往!鼓励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有利于农村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对全面提高本市医药卫生人才素质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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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研究显示城乡学生在心理健康及人格方面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

'

)

#这是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及统筹城乡教育关

注的热点(

&

)

'为了解本市城乡医护专业大学生心理差异及特

点#在城乡统筹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对城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以培养城乡不同生源的大学生良好人格特征#提高大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作者以
&)')

级医护专业入

校新生为测试对象#就城市籍与农村籍不同生源地学生人格特

征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资料来源
!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调查方式进行'作者选取

目前大多数高校所采用的稳定性与鉴定性较好的症状自评量

表$

-%+$C)

%

(

4

)

#卡特尔
'2

种个性因素测验量表$

'2,@

%#艾森

克人格
T,fb

人格测试$

T,f

%量表为载体#共组织
&)')

级医

护专业新生
'F24

名在规定时间内在线填写问卷'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

A

!

结
!!

果

A:@

!

城乡学生
-%+$C)

量表调查情况
!

由表
'

结果发现除了

在恐怖均分方面城市学生得分低于农村学生以外#在其他因子

上#城市学生得分均高于农村学生'但经过
-%+$C)

各项均分

独立样本
0

检验#城市与农村生源学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A

%

):)(

%'根据各因子的综合情况$表
&

%#本次被测试者无

论城市还是农村学生#除躯体化因子得分低于全国成人常模

外#其他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成人常模&而所有因子得分均低

于全国大学生常模(

*

)

'由于
-%+$C)

偏重病理诊断#没设置测

谎题#且无效度量表#所以#本文还需结合
'2,@

和
T,f

的测

试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

)

'

A:A

!

城乡学生
'2,@

调查情况
!

根据艾森克评分标准(

2

)

#由

表
4

可见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相比#在掩饰性得分上差异显

著#农村学生显著高于城市学生&而在精神质$倔强性%和神经

质$情绪性%得分上#城市学生得分高于农村学生#但差异不显

著&在外向内向因子得分上#城市学生得分低于农村学生#但差

异不显著'

A:B

!

城乡学生卡特尔量表调查情况
!

由表
*

可见城市学生与

农村学生相比#在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农村学生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而在适应与焦虑型*怯懦与果

断型*内向与外向型得分上#城市学生得分高于农村学生#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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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城乡学生
-%+$C)

各因子差异比较%

@S3

$分&

项目 城市$

%Z*'G

%农村$

%Z')'4

%

0 A

总分
'4F:2CS*):)G'42:F&S42:*G ):*( ):22

总均分
':(4S):*( ':(&S)*' ):42 ):F&

阳性症状均分
F:2GS'':F* F:)2S'):CF ):C( ):4*

躯体化均分
':4&S):*& ':4&S):*) ):)F ):C*

强迫症状均分
':G(S):(C ':G4S):(( ):*' ):2C

人际关系均分
':2GS):(C ':2FS:(( ):)G ):C4

抑郁均分
':(*S):(2 ':(4S):() ):** ):22

焦虑均分
':()S):() ':*GS):*2 ):(' ):2'

敌对均分
':(4S):(F ':*CS):(& ':&) ):&4

恐怖均分
':*)S):() ':**S):*G b':&4 ):&&

偏执均分
':(4S):(& ':*GS):*F ':G* ):)F

精神病均分
':*GS):*( ':*FS):*4 ):4* ):F*

其他均分
':*GS):*C ':*FS):*2 ):&C ):FG

表
&

!!

城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全国常模比较%

@S3

$分&

项目 城市$

%Z*'G

% 农村$

%Z')'4

%

全国成人

常模

全国大学生

常模

躯体化均分
':4&S):*& ':4&S):*) ':4FS):*G ':**S):('

强迫症状均分
':G(S):(C ':G4S):(( ':2&S):(G ':C&S):2*

人际关系均分
':2GS):(C ':2FS):(( ':2(S):(' ':G(S):2*

抑郁均分
':(*S):(2 ':(4S):() ':()S):(C ':F2S):2*

焦虑均分
':()S):() ':*GS):*F ':4CS):*4 ':(CS):(F

敌对均分
':(4S):(F ':*CS):(& ':*GS):(2 ':2GS):2(

恐怖均分
':*)S):() ':**S):*G ':&4S):*' ':*&S):('

偏执均分
':(4S):(& ':*GS):*F ':*4S):(4 ':FGS):2(

精神病均分
':*GS):*( ':*FS):*4 ':&CS):*& ':(GS):(*

其他均分
':*GS):*C ':*FS):*2 ':4FS):*G ':**S):('

表
4

!!

城乡学生艾森克人格差异比较%

@S3

&

项目 城市$

%Z4GG

% 农村$

%ZC&C

%

0 A

精神质
*F:2)SC:'& *2:FCSC:&2 ':*F ):'*

外向内向
(G:2&S'):)& (G:C)SC:&F b):*G ):24

神经质
():''S'&:'F *C:*GS'':(G ):GC ):4G

掩饰
*G:)*SC:CG *C:(4S'):42 b&:*'

"

):)&

!!

"

!

A

$

):)(

'

表
*

!!

城乡学生卡特尔次级人格因素差异比较%

@S3

&

项目 城市$

%Z*)&

%农村$

%ZC2)

%

0 A

适应与焦虑型
(:&&S':4F (:'FS':4* ):2& ):(4

内向与外向型
2:)CS':F( 2:)(S':2) ):4& ):F(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
(:'&S':42 *:C2S':4) &:)*

"

):)*

怯懦与果断型
4:C)S':&G 4:F*S':4F ':GF ):)2

由表
(

可见#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相比#在新的环境中有

成长能力的人格因素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学生显著低

于农村学生&而在心理健康因素上#城市学生得分高于农村学

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在专业而有成就者的人

格因素*创造能力人格因素得分上#城市学生得分低于农村学

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

表
(

!!

城乡学生卡特尔
*

种人格因素差异比较%

@S3

&

项目 城市$

%Z*)&

%农村$

%ZC2)

%

0 A

心理健康
&&:GFS*:(F &&:FFS*:&& ):4F ):F&

专业而有成就者
*G:GCSF:'( *G:C(S2:C& b):'* ):GC

创造能力
F*:)(SF:*F F*:G(SF:&G b':G4 ):)F

在新环境中有成长能力
'C:2CS4:44 &):4)S4:&F b4:'(

""

):))&

B

!

讨
!!

论

B:@

!

根据艾森克人格量表测试结果#农村学生相对城市学生

而言更趋向掩饰与隐瞒'城市学生相对比较开放'这说明不

同生活环境中的大学生在为人处世上存在差异#农村学生比城

市大学生更加循规蹈矩*遵守规范#因而农村学生可能更在意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故而掩饰性高于城

市学生'这与李维今等(

F

)研究结果一致'

B:A

!

根据
'2,@

测试结果#在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上#农村

籍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学生'这说明农村学生相对城市学

生而言#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情绪容易受到干扰*多疑多虑*

对挫折更加敏感&而城市学生相对农村学生而言#适应性强#通

常反应果断*刚毅#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常欠缺冷静思考#不计

后果#易冒然行事'这与许加明(

G

)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说明

城市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更富于冒险精神'

B:B

!

在新的环境中有成长能力的人格因素上#城市学生得分

显著低于农村学生#这说明农村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上成功的可

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乡镇*农村大学生的进取精神强于城

市大学生'

B:C

!

本次测试对象中#本市城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略优

于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总体得分低于全国大学生

常模'说明本市医护专业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不容乐观'

B:O

!

建议与对策'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

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C$')

)

'大学生处在心理活动不稳定的

时期#社会的发展#学习生活环境的变化#会使部分大学生产生

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严重者会引发精神疾病#影响健康成

长(

''

)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很有必要(

'&

)

'要积极倡导全员主动参与#形成教

育合力#铸建心理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

'4

)

'面对城乡学生在

心理健康以及性格不同侧面存在的差异#医学教育工作者要全

方位把握学生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对城乡学生造成的差异影

响#在心理健康教育中要求家长*教师*学生*社会共同参与#形

成人文与心理教育相结合*家庭与学校*与社会相配合的复合

型教育(

'*

)

'在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因势利导#扬长

避短'积极调动城市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他们聪明才

智的同时#不断提醒他们学会全面思考问题#注意克服情绪冲

动*遇事不计后果的缺点&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

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及时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继续保持勤

奋向上的精神'同时积极促进城乡学生的交往#建立城乡学生

的相互信任(

'(

)

#鼓励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这既有利于农村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也是重庆市在推行城乡统筹工作中必须关注的

问题'这对全面提高本市医药卫生人才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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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人群较其他人群接触
\;̂

的机率多#所以#比一般人群更

有可能感染
\;̂

#对高危人群根据需要加强免疫注射乙型肝

炎疫苗可有效预防
\;̂

感染#而且成本效益明显'

本次调查显示#由表
'

可知承德市
\;̂

感染高危人群对

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预防乙型肝炎相关知识的认知状

况了解不容乐观#有
*':2G[

的人不知道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

的方法是接种乙型肝炎疫苗#

2):))[

的人不知道乙型肝炎疫

苗需加强免疫注射#有
C):F([

的被调查者希望了解乙型肝炎

疫苗复种的有关信息'不能定期复查
\;̂ $#

根据需要复种

乙型肝炎疫苗加强针原因中#对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知识并不了

解占
C':GF[

#成为不能复种原因中最主要因素'因为经济原

因#担心检查和接种的费用的占
*:G2[

#成为不能复种原因中

第
&

位因素'因此#对
\;̂

感染高危人群加强乙型肝炎预防

及乙型肝炎疫苗加强免疫注射预防乙型肝炎相关科普知识的

宣传教育#增强预防的自觉性#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倡高危人群

复种乙型肝炎疫苗#使其体内经常保持有效的抗
$\;E

滴度#真

正达到预防乙型肝炎的目的'同时在促进复种因素中#经济的

保障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承德市是中国北方的中小城市#

地处山区#卫生条件及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一部分调查者认为

检查和接种的费用会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而不愿复种#因此#

建立和完善乙型肝炎疫苗复种加强免疫注射费用按适当比例

予以报销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促进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的重要

内容之一'相信随着人们对乙型肝炎疫苗复种知识的深入了

解及中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公民愿意根据需要进行乙型肝炎疫苗复种#从而推动乙型肝炎

免疫预防工作的发展#有效地阻止乙型肝炎在人群中的流行#

降低乙型肝炎的发病率#提高本市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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