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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动机是激发和维持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推进学习行为

向指定目标前进的一种内部心理状态。有关大学生学习动机

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１７］，学

习动机与学生的心理状态如抑郁状态方面暂无报道。本文对

本校在校三年制２０１０级１０６０名医学大专生进行了抑郁发生

率调查，并对心理健康大学生与抑郁心理大学生两者的学习动

机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探讨大学生学习动机与抑郁心理的关

系，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６月本校在校三年制２０１０级医

学大专生为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１０８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１０６０份，问卷有效率９７．０１％，其中男４１５名，女６４５名，平均

（２０．１４±１．３４）岁。

１．２　方法　将学校２０１０级的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护理

学、医学检验技术、药学等７个专业，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

以班为单位（２０１０级３５个班级），每个班按照单双学号进行抽

样，抽取比例为总人数的１０％～１２％，男女生比例分别控制在

１．０∶１．５。自制《医学大专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和《抑郁自

评量表（ＳＤＳ）》、《学习动机量表》对１０６０名学生进行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性别、民族、年龄、个人政治身份、户籍（农村、城

镇）、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等。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

培训，统一指导用语进行无记名答卷，不许偏项，当场收回调查

问卷。（１）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
［８］，ＳＤＳ由２０条目录组成，累

计各条目得分即总粗分，总粗分乘以１．２５后，取整数部分为标

准分，≥５分０判断为抑郁，≥５０～＜６０分为轻度抑郁，≥６０～

＜７０分为中度抑郁，≥７０分为重度抑郁
［９］；（２）采用田澜２００６

年编制的《学习动机量表》进行测评［１０］，其学习动机量表由内

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个维度构成，包括求知兴趣、能力追求、声

誉获取和利他取向４个因素，共３４个条目，采用总分评分方

法，全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０．９００５，各份问卷的信度系

数在０．７７３９～０．８１８６。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用狓±狊表示，采用狋检验、χ
２ 检

验进行统计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抑郁情况发生率　本组１０６０名中，无抑郁心理

障碍者９４２名，抑郁心理障碍者１１８名，抑郁发生率１１．１３％。

其中轻度抑郁者９２名，占总数的８．６８％，中度抑郁者２１名，

占总数的１．９８％，重度抑郁者５名，占总数０．４７％。其中，男

４１５名中有４０名有抑郁心理障碍，发生率为１２．４２％；女６４５

名中有７８名有抑郁心理障碍，发生率为１０．５９％，两者差异无

统计意义（χ
２＝０．７７８，犘＞０．０５）。汉族４２４名中有５１名有抑

郁心理障碍，发生率为１２．０３％；少数民族（布依族、苗族等）

６３６名中有６７名有抑郁心理障碍，发生率为１０．５３％，两者差

异无统计意义（χ
２＝０．４８６，犘＞０．０５）；农村籍学生抑郁发生率

为１０．５９％，城镇籍学生发生率为１４．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系干（学生会团总支、班干）抑郁发生率为９．９６％，

非干部发生率为１１．５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党团

员抑郁发生率为１０．５７％，非党团员发生率为２２．９２％，两者差

异有统计意义（χ
２＝７．０５８，犘＜０．０５）。

２．２　男女学生学习动机与抑郁情况相关性　本组１１８名抑郁

心理障碍者，男生４０例，女生７８例，男女生学习动机与抑郁心

理障碍比较，在声誉获取、利他取向、外部动机３个项目因素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男女生抑郁状态与学习动机比较

项目 性别 狀 狓±狊 狋 犘

求知兴趣 男 ４０ ３６．８０±８．５４ １．０８０ ＞０．０５

女 ７８ ３８．６８±９．１５

能力追求 男 ４０ ３４．５５±４．５５ ０．２０７ ＞０．０５

女 ７８ ３４．７３±４．４７

声誉获取 男 ４０ ２２．３０±６．９７ ２．０１７ ＜０．０５

女 ７８ ２４．７７±５．９２

利他取向 男 ４０ ２８．２２±６．８７ ２．０７０ ＜０．０５

女 ７８ ３０．４４±４．６８

内部动机 男 ４０ ７１．３５±１２．２３ ０．８６１ ＞０．０５

女 ７８ ７３．４１±１２．３５

外部动机 男 ４０ ５０．５２±１２．５０ ２．１６９ ＜０．０５

女 ７８ ５５．２１±１０．３１

总分 男 ４０ １２１．８８±２２．７０ １．０６４ ＞０．０５

女 ７８ １２８．６２±２１．０３

２．３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抑郁相关性　大学生学习动机得分在

健康心理和抑郁心理障碍者两组比较，无论在总分、内外动机、

４个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２。从户籍来

看，农村籍有抑郁情况学生在求知欲、能力追求和声誉获取３

个方面与城镇籍抑郁学生比较，经狋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７５４３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４２卷第２８期

 基金项目：贵州省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基金资助（ＱＮＹＺ２００９１８）。　作者简介：曹显明（１９６９～），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

政教育、学生心理行为对思政教育影响的研究。



义（犘＜０．０１或犘＜０．０５）；从任职职务来看，属于系干、班干有

抑郁情况学生在６个方面只有声誉获取与群众抑郁学生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１．７０７，犘＜０．０５）；从党团员来看，非党

团员有抑郁情况学生在求知兴趣、能力追求、声誉获取、利他取

向、内部动机、外部动机６个方面与党团员有抑郁情况学生比

较，经狋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

表２　　大学生学习动机各因素比较

项目 心理状况 狀 狓±狊 狋 犘

求知兴趣 抑郁 １１８ ３８．０４０±８．９５６ ７．２２０ ＜０．０１

健康 ９４２ ４３．１８０±７．０５４

能力追求 抑郁 １１８ ３４．６７０±４．４７６ ３．６７７ ＜０．０１

健康 ９４２ ３６．０３０±３．７０１

声誉获取 抑郁 １１８ ２３．９３０±６．３７７ ３．９５８ ＜０．０５

健康 ９４２ ２４．９５０±４．９８８

利他取向 抑郁 １１８ ２９．６９０±５．９４５ ４．２３３ ＜０．０１

健康 ９４２ ３１．９１０±５．２９８

内部动机 抑郁 １１８ ７２．７１０±１２．２９３ ６．６７８ ＜０．０１

健康 ９４２ ７９．２１０±９．６４２

外部动机 抑郁 １１８ ５３．６２０±１１．２７１ ３．２０６ ＜０．０１

健康 ９４２ ５６．８６０±１０．２２４

总分 抑郁 １１８ １２６．３３０±２１．７４８ ５．４１０ ＜０．０１

健康 ９４２ １３６．０７０±１７．９８３

３　讨　　论

结果显示：本组医学大专生抑郁状态发生率为１１．１３％，

明显低于蒋德勤等［１２］报道的３１．５％、熊亚敏等
［１３］报道的

２８％、崔然等
［１４］报道的２７．７３％、杨传维等

［１５］报道的５０．０７％。

本报到农村与城镇户籍学生的抑郁发生率与冉汇真等［１１］报道

结果不相一致；这可能与学生入学前的生活、学习环境，父母的

教养、家庭经济状况等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学生任有系、班团干职务与群众在抑郁发生率方面无差

异，说明学生的政治职务与抑郁的发生率存在无关联；党团员

与非党团员学生的抑郁发生情况有差异，非党团学生的抑郁发

生率（２２．９２％）高于党团员（１０．５７％）。这可能与党团员接受

学校党团校培训和参与各项社会实践等有关。

学生心理状态、是否是党团员的抑郁状态在求知兴趣、能

力追求、声誉获取、利他取向、内部动机、外部动机６个方面，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或犘＜０．０１），表现出有抑郁状

态、非党团员有抑郁状态的学生与健康、是党团员的学生在行

为心理上、政治觉悟上对事物的认识与认知有所不同；但学生

任有职务的抑郁学生在声誉获取比无职务的有抑郁状态学生

看得比较重，符合心理政治特点。

综上所述 学习动机受制于诸多因素，心理干预突显，人

格、情景、情感等方面，特别抑郁心理障碍更能充分体现，学生

的抑郁、焦虑等心身疾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学校、家庭、社

会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学校或系部应多组织开展

多种形式的集体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在各种政治活动、有益活

动，并在活动中勇于担当、有所作为；高度重视学生进校的专业

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创业教育与就业教育，他是培养大学

生良好的心理状态对激发其积极的学习动机极为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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