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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辅导是以团体为对象!依托于团体情境而进行的一种

心理辅导形式"以往研究表明!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存在着密

切关系!人格因素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

&

"同时!

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是当前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

"

&

"目前!医学生人格特质培养的精准教育方式尚不

完善!令医学教育者遇到诸多难题"本研究利用发展较为成熟

的团体辅导方案 !针对医学院校的护理专业学生!并定格在人

格特质的培养领域!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增加团体辅导专项

训练的教学模式!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人格是对个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的预测%

,

&

"特质是决

定个体行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组成元素!也是测量人

格常用的基本单位"诸多学者对优秀护士的人格特质做了大

量广泛的研究!而本研究中!笔者以,优秀护士人格特质量

表-

%

!

&作为测量工具!主要探讨合作性)外向性)宜人性等人格

特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3$8

年
,]4

月将重庆市某高校护理专业学

生两个自然班分为两组"纳入标准*'

$

(全日制在校护生+'

"

(

知情且同意参加本研究+'

,

(正在接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

学习"排除标准*'

$

(本课程重修学生+'

"

(本课程免修学生"

团体辅导干预前同时对两组被试进行年龄)性别的分析及相关

量表的前测!发现被试在年龄)性别和研究者关心的人格特质

上没有明显差异'

!

$

3#38

(!具有可比性"试验组为
$

个自然

班!共
!6

人!有效数据
!!

人!有效率为
@,#4̂

+对照组为
$

个

自然班!共
83

人!有效数据
!7

人!有效率为
@4#3̂

"有效数

据指按实验设计参与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全部学习!并先

后接受了量表测试的学生"全部测量均由研究者实施并且回

收量表!检查无误后!通过双录入方式录入
0

.

/-&(&

软件"

"##

!

方法

"###"

!

试验设计
!

两组学生同时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授课地点均为学校多媒体教室!该课程每周
"

个学时!课程核

心理论知识点完全一致!均由研究者负责讲授"主试对两组被

试的教学态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试验组学习核心理论之后

加入阶段性团体辅导!每半个月
$

次!共
@

次!每次
!3A/>

"对

照组学生的教学模式遵循传统教学模式!理论知识学习之后以

课堂提问)公众平台信息推送等互动模式保证教学质量!无团

体辅导教学模式的介入"

"####

!

测量工具
!

本研究采用,优秀护士人格特质量表-

%

!

&进

行测量"该量表以卡特尔
$4

项人格因素问卷'

$4OZ

()艾森克

人格测验'

0Ok

()

R5N

人格测验为参照!通过前测试验筛选出

优秀护士比较敏感的
8

个人格特质*合作性)外向性)宜人性)

关怀和尊重!量表编制完后!对在岗护士'

"6

人(和在校护生

'

$@

人(两个群体做预试验!发现量表个别条目表述不够清楚!

做出适当的修改!最终量表
J';>W&=)vI

%

值为
3#686

!内部一致

性较好"此外!经过因子分析和专家评审!该量表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量表共
,8

道!#是$或#否$作答!包括
8

个维度*合

作性)外向性)宜人性)关怀和尊重!其中反向计分题
$8

道"对

各维度题项进行计分或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该维度的人格

特质越明显"

"###!

!

团体辅导方案
!

阶段性团体辅导方案以,优秀护士人

格量表-

%

!

&测试的核心人格特质为参照!主要包括正确认识自

我)接纳自我)团队凝聚力)信任)观察学习)获得积极的情绪体

验等内容!分为
,

个阶段进行"第
$

阶段*团体形成阶段"内

容为自我介绍!相互认识!融洽团体氛围!初步形成团体"包括

第
$

次活动"第
"

阶段*团体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互相信任与

接纳的团体氛围!体会被人关注的感觉!并从中探索自我!相互

合作!增强团队凝聚力"包括第
"

#

7

次活动"第
,

阶段*结束

阶段"最后一次团体辅导!总结每位成员在团体的收获!分享

自己的感受和成长经历!在真诚感人的气氛中结束团体"

"#!

!

统计学处理
!

将原始数据录入
0O\

)

0?=*+

表格!其中没

有回答的题项作为缺失值!不进入所在维度的数据分析"采用

DODD$6#3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B_=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两独立样本
4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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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干预前基本资料比较
!

两组被试在年龄)性别上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38

(+干预前两组,优秀护士人格

特质量表-

8

个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38

(!见表
$

)

"

"

###

!

两组干预后优秀护士人格特质量表得分比较
!

干预后!

两组被试在合作性 )外向性和宜人性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3#3$

(!但在关怀和尊重两个维度上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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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性别和年龄比较

组别
-

性别%

-

'

^

(&

男 女
年龄'

B_=

!岁(

试验组
!! "

'

!#88

(

!"

'

@8#!8

(

$7#"6_3#83

对照组
!7 ,

'

4#"8

(

!8

'

@,#68

(

$7#,,_3#44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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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6 3#4"!"

!,38

重庆医学
"3$6

年
$"

月第
!4

卷第
,8

期

%

基金项目!

!

重庆市教委教改课题基金资助项目'

!3@$$

(+

"3$"

重庆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改课题基金资助项目'

"3$"5$5,

("作者简介!

张黎逸'

$@7"]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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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干预前*优秀护士人格特质量表+得分比较%

B_=

&分'

组别
-

合作性 外向性 宜人性 关怀 尊重

试验组
!! 8#,"_3#6! 8#"8_3#6" 8#,"_3#6$ 8#!7_3#6, 8#!4_3#44

对照组
!7 8#,8_3#46 8#,3_3#6! 8#,8_3#63 8#83_3#4@ 8#87_3#4$

4 ]3#"8 ]3#"6 ]3#"8 ]3#$8 ]3#"7

! 3#734@ 3#6784 3#734@ 3#766@ 3#6648

表
,

!!

两组干预后*优秀护士人格特质量表+得分比较%

B_=

&分'

组别
-

合作性 外向性 宜人性 关怀 尊重

试验组
!! 4#68_3#!@ 4#88_3#4, 4#6"_3#8! 8#44_3#67 8#4$_3#4@

对照组
!7 8#!!_3#48 8#!3_3#64 8#!7_3#6$ 8#87_3#66 8#46_3#44

4 $3#77 6#7! @#,4 3#!6 ]3#,7

!

#

3#3$

#

3#3$

#

3#3$ 3#4,@$ 3#6367

!

!

讨
!!

论

!#"

!

团体辅导对优秀护士敏感人格特质的影响
!

本研究结果

表明!团体辅导教学模式对护理专业学生的优秀护士敏感人格

特质的培养是积极有效的!特别是在合作性)外向性和宜人性

,

个维度上!干预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38

("

说明团体辅导的教学模式使护生更合群!更信任人!更愿意积

极地参加活动!呈现出的情绪状态更稳定!并善于自我控制!对

人和悦"但在关怀和尊重两个维度上!两组干预前)干预后均

无明显差异'

!

$

3#38

("可能是由于试验组对团体辅导活动

内容的理解更倾向于常规的合作)信任和团队凝聚力的表达"

因此!在体贴)倾听等方面关注度和表现不够"其次!本研究干

预时间有限!若增加团体干预时间!关怀和尊重两种人格特质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培养和展现"

!##

!

团体辅导教学模式相比其他教学模式的优势和特点
!

目

前在教学领域有多种互动模式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方式!如*创

新阅读)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等!但更多的是单向沟

通"而团体辅导教学模式的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

(节省时

间!效率较高"有研究表明!使用团体形式能为卫生保健机构

降低经济成本%

8

&

"'

"

(团体成员通过相互观察学习!可获得情

感上的共鸣!心理压力得到缓解"'

,

(团体活动的形式更能被

大学生群体接受!知识的获得)情绪的体验和行为的训练可得

到较好的整合"团体辅导自从进入教学领域以来!一直在增进

团队凝聚力)促进人际互助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并且可

以在团队合作中体现个人价值!进而帮助大学生提高自尊水

平%

4

&

!这些都与优秀护士的人格特质紧密相连"此外!相较于

其他团体辅导教学模式本研究所用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针对

护生的心理学课程加入每半个月
$

次的阶段性团体辅导!该方

案呈现出连续性和结构性!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和学习外时

刻能感受到团体的存在!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团体的归属

感"笔者在本研究基础上!计划尝试编订针对培养优秀护生人

格特质的团体辅导教学模式指导手册!设置教学大纲和教学目

标!将阶段性团体辅导深入地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之

中!推动其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一体的护生公共必修课"

!#!

!

团体辅导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

高等教育最终是为社会

输送合格的)身心健康的人才%

6

&

!如今医患矛盾不断凸显!医疗

人才仅具备高超的医学技术已无法在医疗环境中立足"目前!

我国医学教育基本维持传统学科型教学模式!忽略了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7

&

!这对医学教育方式的多元化和切入

点的精准性提出了挑战"早在
"33"

年!有学者提出以团队为

基础的教学'

K%2

(模式!该模式有助于促进学习者团队协作精

神!注重人的创造性)灵活性与实践%

@5$3

&

!并已广泛在临床教学

中应用"而团体辅导的教学方式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应

用非常广泛!侧重与人沟通时如何去引导%

$$

&

"近几年在医学

教育的应用中!效果也非常明显"团体辅导有利于改善医学生

的学习倦怠状况!减轻压力!改变应对方式%

$"

&

"并且还有研究

者发现!辅导对培养医学新生的良好心理素质有一定优势%

$,

&

!

还可显著提高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

&

"

!#E

!

本研究的局限性
!

本研究样本代表性还不够!今后应考

虑跨地域扩大样本量!将团体辅导推广到其他医学院校"还可

以尝试将干预时间延长至一学年或更长时间!从而使护生的人

格特质更稳定"此外!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被试难以避免地

会接受到来自学校)社会各个领域的信息!都会对其人格特质

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应结合医学专业的特

点%

$8

&

!可以尝试系统的阶段性增加团体辅导的教学干预!多元

化的医学教育方式!这不仅有利于医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更

对某些专业的敏感人格特质有积极的培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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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倡导高校使用外语进行专业课教

学"此后逾十年时间!医学高等院校纷纷设置双语课程!不断

实践双语教学"

"3$3

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

"3$3]"3"3

年(-明确指出#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

国际化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然而!在双语

教学中先行一步的医学院校双语教学研究现况如何!取得的进

展和存在的不足仍旧值得探讨"本研究基于中国名网'

JY[\

(

数据库中医学双语教学研究核心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讨论十

余年来论文数量的变化)发表期刊的类型)学科特点和变化趋

势"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JY[\"33"

年
$

月

至
"3$4

年
7

月为止的核心期刊'包括北大中文核心)南大核

心)统计源核心(论文进行检索"检索方法*主题词与关键词相

结合!检索式为#医学
e

双语教学$"考虑到部分论文未使用

#医学$作为关键词!本研究同时选取基础医学'包括遗传)解

剖)组胚)生化)生理)病理)细胞)微生物)病原)免疫)神经生

物(与临床内科)外科)妇产)儿科)口腔)心理)骨科)眼科)肿

瘤)皮肤)烧伤等常见学科!以学科名称和#双语教学$为关键字

再次搜索"纳入标准*医学双语教学理论课程)实验课程与临

床实习课程"会议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双语教学非主要内容

的均不计入"研究对象*医学学科!其他行业例如工业)农业或

食品微生物包含相关主题词的不在本研究讨论范畴内"

"##

!

方法
!

对近十年我国医学双语教学研究论文的发表时

间)发表刊物)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等要素进行归纳总结"

#

!

结
!!

果

##"

!

论文数量
!

根据#医学$与#双语教学$为主题词共检索出

6@

篇论文!剔除在核心刊物增刊发表的论文!以及其他不符合

研究标准的论文!剩余论文
43

篇"根据
$#$

中基础和临床学

科关键词再次检索论文!排除已经检索出的
43

篇论文中重复

的论文!另有
",

篇新检索出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基础学科!临

床学科较少!因此本研究样本量共
7,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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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论文发表篇数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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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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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期刊医学双语教学论文发表时间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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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期刊
!

7,

篇文献分别来自于
!3

种期刊!其大学学

报类
"

种!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与,上海

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高等教育类
6

种!分别是,辽宁教育

研究-

"

篇),辽宁教育研究-

"

篇),中国成人教育-

"

篇),教育

与职业-

$

篇),高等理科教育-

$

篇),职业技术教育-

$

篇),高

等师范教育研究-

$

篇),中国大学教学-

$

篇+医学类期刊
"4

种!分别是,微生物学通报-

$"

篇),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3

篇)

,重庆医学-

4

篇),解剖学杂志-

8

篇),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

篇),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

篇),中国免疫学杂志-

,

篇),黑龙江

畜牧兽医-

"

篇),时珍国医国药-

"

篇),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篇),医学争鸣-

"

篇),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

篇),护士进修杂

志-

$

篇),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

篇),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

篇),中国实验诊断学-

$

篇),基础医学与临床-

$

篇),解剖学

报-

$

篇),口腔医学研究-

$

篇),上海口腔医学-

$

篇),细胞与

分子免疫学杂志-

$

篇),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

$

篇),中国病

原生物学杂志-

$

篇),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

篇),中国卫生统

计-

$

篇),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篇",情报科学-),职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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