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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实

施意见的通知/$我国从
+,),

年起$开始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

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在教学过程

中$有教师反映农村订单向医学生"以下简称定向生#学风存在

问题$可能存在学习倦怠!有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作为调节

变量$对学习倦怠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

)

!本研究拟对定向生

的学习倦怠和时间管理倾向的现状及其关系进行分析$以帮助

其更好地管理时间$更有效地利用时间$缓解学习倦怠带来的

负面影响'同时也对学习倦怠的干预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新乡医学院每年招录定向生占河南省的

(,;

以上$本研究选择新乡医学院为研究单位$采用普查方式

获取资料$调查包括
+,),

%

+,)+

级$共发放问卷
>)>

份$经测

谎维度检验得到有效问卷
$*6

份$问卷有效率
6+1();

!其中

男生
*!6

人$女生
*>,

人!大一&大二和大三学生分别有
)>+

人&

0+!

人和
)*+

人!长期家庭居住地为农村&乡镇&县城和县

级以上城市学生有
!$!

人&

!)

人&

>(

人和
+$

人!汉族&回族和

蒙古族学生有
$*)

人&

$

人和
)

人!独生子女
(>

人!除了年

龄$其他人口学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1"

!

方法
!

在
+,)*

年
0

%

!

月$采取集中施测方式进行现场

调查!

!1#

!

研究工具
!

"

)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由连榕等(

+

)编制$

该量表由
+,

道题组成$分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
*

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学习倦怠程度越严重'"

+

#青少年时间

管理倾向量表$由黄希庭等(

*

)编制!该量表共
00

题$由时间价

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
*

个维度组成!得分越高表示

时间管理效能越高!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V

?

H3AMA*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7577)>1,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Hh$

表

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7

检验$多组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K7847

检验'两变量采用
5@BPJC

相关分析$学习倦怠影响因素

采用多因素
KJ

Q

HPMH"

回归分析!检验水平
)

D,1,!

$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定向生的学习倦怠和时间管理倾向得分情况
!

定向生学

习倦怠总分为"

!$1(+h61,)

#分$其中$情绪低落维度得分为

"

+)1$*h01>+

#分$行为不当维度得分为"

)>1($h*1>*

#分$成

就感低维度得分为"

)$1++h+1>$

#分!中等及以上学习倦怠的

比例是
0!1,(;

$中等及以上行为不当比例占
()1(!;

!与连

榕等(

0

)和徐萍等(

!

)的研究结果比较$除情绪低落外$其余各维

度得分均数均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定向生时间管理倾向总分为"

)0$1+$h)>1!(

#分$其中$时

间价值感维度得分为"

*(1(!h!10*

#分$时间监控观维度得分

为"

(6166h),1!>

#分$时间效能感维度得分为"

*01$0h

01$6

#分!

"1"

!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定向生学习倦怠与时间管理倾向得

分情况
!

不同性别学生在情绪低落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7D+1>06

$

!D,1,,!

#$男生的情绪低落程度高于女生'独生

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时间监控观维度和时间管理倾向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7D+1)!)

$

!D,1,*+

'

7D+1*)$

$

!D,1,+)

#!

不同年级学生在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和时间管理倾向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D*1!6$

$

!D,1,+>

'

4D*1))0

$

!D

,1,0!

#$见表
+

!

表
)

!!

定向生学习倦怠各维度得分平均值及学习倦怠程度!

"D$*6

"

维度
得分均

数"分#

连榕所测学生

得分均数"分#

徐萍所测学生

得分均数"分#

7

)

!

)

7

+

!

+

低"

;

# 中"

;

# 高"

;

#

情绪低落
+1$+ +1$0 +1$! )1,>* ,1+$6 )1!*0 ,1)+! (01+$ **1,0 )1>6

行为不当
*1)) +16( *1,) (10(6 ,1,,, 01*0* ,1,,, *$1*! !*1*) >1*0

成就感低
+1>$ +1$! +1>) (1$6) ,1,,, *1*>! ,1,,) !!1(+ 0+106 )1>6

学习倦怠总分
+1>> +1>, +1>0 01>>! ,1,,, +10$, ,1,)0 !0160 0*16> )1,>

!!

7

)

$

!

)

%定向生得分与连榕等所测学生得分比较'

7

+

$

!

+

%定向生得分与徐萍等所测学生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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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定向生学习倦怠与时间管理倾向得分情况!

"D$*6

(

Hh$

"

项目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学习倦怠总分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倾向得分

性别

!

男
++1+!h!1,! )>1(>h*166 )$1,(h*1,> !$166h610* *(1$>h(1,) $,1!!h))10) *01>!h0166 )0>1)6h)6166

!

女
+)1+0h01!! )>1((h*1(6 )$1*$h+1(( !$1+$h>1!> *(1!+h01>+ (610$h61$) *01(0h01!6 )0(1*6h)$1,>

!

7 +1>06 ,1,(> )100) )1,>$ ,1(() )1*6+ ,1!>) )1*)>

!

! ,1,,! ,160( ,1)!, ,1+$$ ,1!,6 ,1)(0 ,1!(+ ,1)>>

年级

!

大一
+)1(*h!1)0 )61,$h*1$) )$10>h+16+ !>1)6h>16* *(1**h!10! (>1*,h))1+$ *01*,h01(6 )001(!h)>1$$

!

大二
+)1>6h01$0 )>1(>h*1>( )$1)+h+16) !$1$,h61), *(10*h!10, $,1!$h),10( *01>0h01>* )0$1>,h)>1(!

!

大三
+)1**h01!! )>1,6h*1>$ )$1)!h+1(> !(1!>h>1$$ *$1)6h!10, $,106h61$> *!1,0h01$> )061)0h)$1$)

!

4 ,1$+0 +1!)! )1,*( )1+(! *1!6$ *1))0 )1))* +1($$

!

! ,10>! ,1,>+ ,1*!! ,1+>* ,1,+> ,1,0! ,1*+6 ,1,(6

居住地

!

农村
+)1!0h01>$ )>1(,h*166 )$1+)h+16* !$1*0h61+) *(1$!h!1!, $,1)!h),10( *01$6h01$* )0$1!$h)>1()

!

乡镇
++1)0h01,6 )>1>>h+160 )(1$>h+106 !$1>,h(1$0 *(1($h!1+! $+1),h),1(6 *!1*)h!1)$ )!,1+,h)>1$6

!

县城
++106h!1,0 )>166h*1!+ )$10+h+1>* !>16,h61*$ *(1)*h!10* ($1>,h))1$! *01,+h01>( )0*1$6h)>16>

!

县级以上
++1(*h01,0 )>1>6h+1>0 )$1!(h+1*0 !61,$h(1(* *(1,$h01+0 (61$,h>1,0 *!1,0h!1)) )0(1+(h)01!$

!

4 )10!6 ,1*0> ,1(!+ ,166> ,10*, )16(, ,16*6 )1!))

!

! ,1++0 ,1$6, ,1!>+ ,1*6* ,1$*) ,1))6 ,10+) ,1+),

独生子女

!

是
+)1*>h016, )$166h*1>) )(160h+1>, !(1*)h61*+ *$1(6h016( $+1(+h),10> *!1>+h01>) )!+1++h)>1,+

!

否
+)1$(h01>) )>1$0h*1>* )$1+!h+1>> !$1$!h>16$ *(1!0h!10$ (61$*h),1!( *01(*h01$> )0(1$(h)>1!!

!

7 ,1(+, )1!!* ,1>** )1+!6 )1(($ +1)!) )16!0 +1*)$

!

! ,1!*! ,1)+) ,10,! ,1+,> ,1,6( ,1,*+ ,1,!) ,1,+)

"1#

!

定向生学习倦怠与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分析
!

学习倦怠

的各个维度与时间管理倾向的各个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即时

间管理倾向越高者$学习倦怠的程度越轻$反之则越严重$见

表
*

!

表
*

!!

定向生学习倦怠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项目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倾向

情绪低落
<,1++(

A

<,1**6

A

<,1*()

A

<,1*(0

A

行为不当
<,1)>)

A

<,1!+)

A

<,10$+

A

<,1!,+

A

成就感低
<,1+,*

A

<,1*$6

A

<,100,

A

<,10)+

A

学习倦怠总分
<,1+(*

A

<,1!+!

A

<,1!*!

A

<,1!0,

A

!!

A

%

!

"

,1,)

!

表
0

!!

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学习倦怠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

7 !

校正
L

+

学习倦态总分 时间效能感
<,1*+! <$1+6+ ,1,,, ,1*++

时间监控观
<,1+>( <(10+* ,1,,,

情绪低落 时间效能感
<,1+0* <01>06 ,1,,, ,1)0,

时间监控观
<,1)() <*1+,> ,1,,)

行为不当 时间监控观
<,1*6) <>1!++ ,1,,, ,1+6)

时间效能感
<,1+++ <01$,+ ,1,,,

时间价值感
,1,$6 +1+!) ,1,+!

成就感低 时间效能感
<,1*!) <$1+*6 ,1,,, ,1)6>

时间监控观
<,1)++ <+1!,$ ,1,)+

"1$

!

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与学习倦怠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

以

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为自变量$分别以情绪

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和学习倦怠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低落&成就感低和学习倦怠总分作

为因变量时$时间效能感和时间监控观均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

方程$

+

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
)01,;

&

)61>;

和
*+1+;

的变异

量!行为不当作为因变量时$时间管理倾向的
*

个维度作为自

变量都进入了回归方程$

*

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
+61);

的变异

量$见表
0

!

#

!

讨
!!

论

#1!

!

定向生的学习倦怠情况
!

对比发现$定向生学习倦怠得

分比连榕等(

0

)和徐萍等(

!

)报道的更为严重$与廖红等(

(

)的结果

比较接近$低于廖于(

$

)的研究结果$廖于等的研究对象是高职

学生$可能是因为本科生的学习倦怠水平没有高职生严重!但

就学习倦怠水平而言$据
O@CCHC

Q

P

(

>

)报道$美国样本量为
0+>$

的多所医学院校医学生$有超过
!,;

的学生存在相对严重的

学习倦怠'提示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比较严重!本研究显示

有
0!1,(;

定向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呈中等以上程度$作为

一类特殊的医学生$定向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也比较高!与

其他医学生相比$除了情绪低落$本研究其他维度均高于徐萍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高于其他医学

生!定向生行为不当维度的得分高于以往研究(

04(

)

$行为不当

反映大学生由于厌倦学习而表现出逃课&不听课&迟到&早退&

不交作业等行为特征(

0

)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也表现有类似的行

为特征!

#1"

!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并无学习倦怠差异
!

学者们对

性别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统一$本研究显示$作为

,!0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00

卷第
*)

期



独立因素$性别差异并不会导致学习倦态存在差异$与
:@BC4

FAB3

(

6

)的研究结果接近!不同家庭居住地及是否独生子女对

学习倦怠总分及其
*

个维度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刘莹(

)

)

的研究结果一致$主要原因是因为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来源于农

村$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支持及文化氛围的大致相同$假设研

究对象分别来源于城市和农村$推测其入校后学习倦怠程度存

在差异$

8

W

BZ

W

@

等(

),

)已经证明了这点!

#1#

!

时间管理倾向与学习倦怠存在负相关
!

时间管理倾向的

各个维度与学习倦怠的各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学生

对时间重要性认识的加深$时间管理能力的增强$对时间管理

的预期越来越合理$则学生的情绪低落程度得分越低$行为不

当现象越来越少$成就感越来越高!从大一至大三$虽然各年

级间学习倦怠各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但得

分有逐步下降趋势!同时$从大一到大三$定向生的时间价值

感和时间监控观得分逐步增加$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从中也能够反映时间管理倾向越高者$学习倦怠的程度

越轻!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时间管理倾向是影响学习倦怠的

重要因素$时间效能感和时间监控观对学习倦怠各维度回归效

应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是衡量学习倦怠非常好

的指标!对于学生而言$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科学合理的

利用好这项资源$将会平衡学习倦怠带来的各种损失(

))

)

!但

是$低年级学生和非独生子女的时间监控观水平相对较低$需

要教育管理者引导这一部分学生树立合理的时间管理理念$这

一结果与朱姝等(

)+

)的研究接近!

#1$

!

降低定向生学习倦怠水平$提高定向生学习效果的建议

!

"

)

#提高教师的基本素养和教学技能技巧'"

+

#改革教学模

式$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教学模式'"

*

#贯彻定向生,理论学

习
=

临床医院学习
=

社区基地学习-三阶段的培养模式$实施

,基础医学
=

临床医学
=

预防医学
=

社会医学-四大模块的教

学计划'"

0

#充分发挥,本科生导师制-

(

)*

)的作用'"

!

#动员定向

生参与全科医学相关的科研活动'"

(

#充分发挥,班委会-的作

用$调动学生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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