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

K;G

*

'<1,828

&

_

1GLL*1'25'&%,-%1+<'?1'21<+5

河南省某本科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焦虑心理的调查分析$

李
!

强'

!

+

"

'1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河南新乡
-?,<<,

&

+1

河南省全科医学教育研究中心!河南新乡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河南省某本科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焦虑心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

用焦虑自评量表"

"."

#对某本科医学院校大二%大三年级
%-%

名学生进行测评$结果
!

某本科院校医学生焦虑心理的检

出率为
+<1,E

!焦虑的检出率在学生性别%年级%生源地%母亲文化程度%学生经济状况%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1<?

#&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父亲文化程度%专业满意度上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医

学生焦虑心理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其检出率处于较高水平!学校%家庭及相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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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作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表现!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

外专家的高度关注$

'&+

%

!为进一步了解本科医学院校在校大学

生心理焦虑的现状!课题组成员对河南省某本科医学院校在校

大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分别从某医学院校

大二#大三年级抽取
'2

个小班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8<<

份!剔除不完整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8-1+E

"

>1?

!

调查工具

>1?1>

!

自制调查问卷
!

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籍贯#年级#父

母文化程度及引起焦虑的可能因素'包括学业压力#专业满意

程度#经济状况等("

>1?1?

!

焦虑自评量表'

"."

(

$

,

%

!

"."

是美国杜克大学医学

院
W=*

3

于
'85'

年编制而成!该表有
+<

个题目组成!采用
-

级

评分!信#效度良好"自评结束后将
+<

个题目的各个得分相加

即粗分'

JFSLD;J)

(!粗分乘以
'1+?

即得到标准分'

G*K)R

LD;J)

(!标准分大于或等于
?<

分者为焦虑"

>1!

!

方法
!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在学生自愿的基础

上!在统一规范的指导语下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

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1<?

!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焦虑评定结果
!

参与调查的
%-%

名学生中!有
'5+

名学

生存在焦虑心理!占总人数的
+<1,E

!无焦虑心理人数为
252

例!占总人数的
5815E

"

?1?

!

一般人口学特征
!

不同性别大学生焦虑检出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51-5+

!

"><1<<2

(!男生焦虑状态高于女生)大

二#大三学生焦虑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1<'8

(!大二学生焦虑检出率高于大三学生)城市和农村学生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5,'

!

"><1<,<

(!来源于农村

的学生中焦虑检出率较城市组高)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焦虑

检出率经
!

+ 检验!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

<12-<

("见表
'

"

?1!

!

家庭因素
!

医学生焦虑心理的检出率在父亲文化程度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8%

!

"><1'''

(!但在母亲文化程

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文化程度较低的母亲中其子女心理焦

虑的检出率较高'

!

+

>%1-2<

!

"><1<'?

()医学生焦虑的检出

率在学生经济状况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济状况差的医学生

5,++

重庆医学
+<'?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

+<'?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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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和研究项目立项

'

T̂4d+<'-<,+

()新乡医学院
+<'-

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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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虑心理的检出率高'

!

+

>51?<%

!

"><1<--

("见表
+

"

表
'

!!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焦虑检出率比较"

%

%

E

(#

人口学特征
焦虑

阳性 阴性
!

+

"

性别
51-5+ <1<<2

!

男
8+

'

+215

(

+?+

'

5,1,

(

!

女
%<

'

'?18

(

-+-

'

%-1'

(

年级
?1-,+ <1<'8

!

二年级
%<

'

+'18

(

+%2

'

5%1'

(

!

三年级
2-

'

',1,

(

-'%

'

%215

(

生源地
-15,' <1<,<

!

城市
?2

'

'?1+

(

,'+

'

%-1%

(

!

农村
''-

'

+,1%

(

,22

'

521+

(

是否独生子女
<1+,, <12-<

!

是
,2

'

++1+

(

'+2

'

551%

(

!

否
82

'

'81%

(

??<

'

%<1+

(

表
+

!!

家庭因素与大学生焦虑检出率比较"

%

%

E

(#

家庭因素
焦虑

阳性 阴性
!

+

"

父亲文化程度
-1,8% <1'''

!

小学及小学以下
+%

'

+81+

(

2%

'

5<1%

(

!

中学或中专
''%

'

+<15

(

-?+

'

581,

(

!

大专以上
+2

'

'-1,

(

'?2

'

%?15

(

母亲文化程度
%1-2 <1<'?

!

小学及小学以下
2-

'

+%1%

(

'?%

'

5'1+

(

!

中学或中专
8+

'

'%1+

(

-'+

'

%'15

(

!

大专以上
'-

'

''15

(

'<2

'

%%1,

(

经济状况
51?<% <1<--

!

高
+

'

81'

(

+<

'

8<18

(

!

一般
8-

'

'51?

(

---

'

%+1?

(

!

低
?-

'

+,18

(

'5+

'

521'

(

!

低得多
++

'

,?1?

(

-<

'

2-1?

(

?1@

!

学校有关因素
!

由表
,

见医学生焦虑的检出率在学业压

力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1'+?

!

"><1<-5

(!学业压力大

的学生中心理焦虑的检出率高)医学生心理焦虑的检出率在对

所选专业的满意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1'+?

!

">

<1'8<

()医学生心理焦虑的检出率在处理人际关系能力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1+2<

!

"><1<'<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

学生其焦虑的检出率较低"

表
,

!!

学校有关因素与焦虑的发生"

%

%

E

(#

学校有关因素
焦虑

阳性 阴性
!

+

"

学业压力
21'+? <1<-5

!

从来没有
-

'

'<1<

(

,2

'

8<1<

(

!

偶尔有
2+

'

',12

(

,8-

'

%21-

(

!

经常有
-<

'

'81-

(

'22

'

%<12

(

!

一直有
?-

'

,51<

(

?+

'

2,1<

(

专业满意度
21'+? <1'8

!

很满意
,%

'

+?15

(

''<

'

5-1,

(

!

较满意
?<

'

'81<

(

,-+

'

%'1<

(

!

一般
,%

'

'21?

(

'8+

'

%,1?

(

续表
,

!!

学校有关因素与焦虑的发生"

%

%

E

(#

学校有关因素
焦虑

阳性 阴性
!

+

"

!

较不满意
2

'

+?1<

(

'%

'

5?1<

(

!

很不满意
'<

'

-'15

(

'-

'

?%1,

(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1+2 <1<'

!

很好
+

'

21+

(

,<

'

8,1%

(

!

还可以
8+

'

'215

(

-2<

'

%%1,

(

!

不太好
5-

'

+81-

(

'8%

'

5<12

(

!

不好
-

'

,,1,

(

%

'

2215

(

!

!

讨
!!

论

焦虑产生于危险不明确而又会来临时!人对危险持有警戒

态度!并伴随有紧张#无助#忧虑#不安等心理状态$

-

%

"研究表

明!正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变化不稳定$

?

%

"

本次调查发现本科医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1,E

!焦虑的检出

率与目前的研究结果相比$

2

%

!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研究显示!本科医学生中!男生焦虑状态的检出率高于女

生!这与段意梅等$

5

%的研究结果不同!与张颖等$

%

%的研究结果

相同"这可能与社会和家庭对男生的期望比女生高!导致男生

承受的主客观压力较大!而男同学沟通交流能力较弱!遇到挫

折后!不能合理宣泄有关"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发生焦虑的高

峰期在毕业择业期和大二$

8

%

!本研究发现!在本科医学生中!大

二学生焦虑状态高于大三学生"在五年制医学教学中!二年级

的教学内容由大一年级的公共文化基础课转变为医学专业课!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陌生感和学习压力陡然加大使得学生处于

紧张不安状态!而大三年级的学生经过一年的适应期!这种不

良情绪已经趋于平缓"调查结果还显示!城市和农村学生之间

焦虑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来源于农村的学生中焦虑检出

率较高!这与农村的部分学生以前接触外界较少!在城市中求

学!因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而导致不能尽快

适应大学生活有关"

本文调查发现大学生焦虑心理的检出率在父亲文化程度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文化程度较低的母亲子女焦虑检出率

较高"这与以往一些研究中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其子女焦虑的

检出率高于父母文化水平高的不完全相符$

'<

%

!原因可能与在

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子女与母亲的接触时间要远远多于父亲!

母亲对子女影响相对较大有关"贫困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

与其他同学相比经济压力增大!学业压力增大!找到好工作回

报家庭的期望增大!这些都使他们感到焦虑不安"

已有研究指出大学生的焦虑心理与其人际关系呈正相

关$

''

%

!而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能够显著影响其社会人

际关系的好坏!本次研究显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医学生心

理焦虑的检出率较高'

"

"

<1<?

(!与普通学生的研究结果相

同"越来越大的学业压力是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

%

!本

次研究学业压力越大!医学生焦虑检出率越高'

"

"

<1<?

("医

学生面临繁重的学习任务和强手如林的紧迫局面会使医学生

感到迷茫#不安!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极易产生焦虑情绪"研究

显示!大学生焦虑的检出率在学生专业满意度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1<?

("这与目前一些研究结果不一致$

',

%

!可能是因

为所选研究对象为大二#大三年级学生!经过大一一年时间学

生对所选专业已适应或接受!且由于专业造'下转第
++-'

页(

%,++

重庆医学
+<'?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



文主题是否与期刊载文主题方向相符合!如果论文主题所属学

科范围较狭窄!那么选择范围只能局限在某几种固定刊物上)

如果论文主题涵盖交叉学科领域!则可将交叉学科的期刊同时

列为初选拟投期刊!建议重点关注基础医学#遗传学#分子生物

学#免疫学#药理学等
"XB&U

来源期刊"因
"XB&U

来源期刊更

新速度较快!因此选刊投稿前一定要再次查询最新版的皮肤病

学及其交叉学科的来源期刊"

!1?

!

综合评估分析适合论文的拟投期刊载文特征
!

结合本文

对
2+

种皮肤病学期刊内容特征的分析!逐一对比筛选出版周

期#投稿难易度#审稿时长#影响因子#刊载中国论文比例!从而

最终选定拟投期刊"由于美国#英国出版
"XB&U

来源期刊的稿

源较充足!笔者建议皮肤病学工作者投稿选刊时可结合近
?

年

期刊影响因子的升降情况优先考虑其他国家出版的
"XB&U

来

源期刊"

!1!

!

仔细研读拟投期刊的投稿要求
!

皮肤病学工作者选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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