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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测量医学生学习激情现状，探索相关人口学变量差异及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方法：通过网络问卷对 1793名在校医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218份，应用 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测量对象的学习激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4.37± 0.91）；学习激情平均得分在性别（F=9.097，P＜0.05）、生源地（F=14.850，P＜0.05）、独生子女情况（F=5.470，P＜0.05）方面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绩水平（茁=0.094，P＜0.01）、发展规划（茁=0.105，P＜0.01）、生活满意度（茁=0.213，P＜0.01）和活力（茁=0.253，
P＜0.01）对医学生学习激情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医学生学习激情水平在性别、生源地、独生与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成绩

水平、发展规划、生活满意度、活力是影响医学生学习激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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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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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atus, difference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medical students' learning

passion. Survey 1793 students through internet questionnaire. Data processing with SPSS22.0 software. The subjects'

learning passion were above the medium level（4.37± 0.91）. The difference of average score of learning passion in gender（F=9.097, P＜
0.05）, birthplace（F=14.850, P＜0.05）and only-child or not（F=5.470, P＜0.05）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cademic achievement

（茁=0.094, P＜0.01）, development plan（茁=0.105, P＜0.01）, life satisfaction（茁=0.213, P＜0.01）and vigor （茁=0.253, P＜0.01）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factors of learning passion. Gender, birthplace, only-child or not are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ffect medical students' learning pass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development plan, life satisfaction and vigor are influence

factors of medical students' learning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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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进程发展不断加速，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1]。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学

习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投入度低，而倦怠水平高的现

象[2]。其中的医学生群体，因其职业方向以及专业学习的特殊

性，具有学制长、课业重、培养压力大等特点，相较于其他大学

生，医学生的学习倦怠问题更为突出[3]。医学生的学习质量直接

影响他们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进而影响他们未来提

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如何缓解医学生的消极情绪，激发他

们的学习热情，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专业及技能学习之

中，是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本研究以医学生为研究

对象，将一般激情模型引入学习领域，尝试测量医学生的学习

激情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丰富了激情研究理

论体系的视角与内容，对医学教育的发展及医学人才培养的进

一步优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网络发布问卷，对在校医学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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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共计 1793名医学生参与作答，回收有效问卷 1218

份，有效回收率为 67.93℅。无效问卷的剔除原因是缺失项过

多，或反向题有明显错误作答倾向。

1.2 调查工具

一般情况调查表：量表自拟，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专业、

成绩水平、是否为学生干部、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年

收入以及父母文化水平等。

学习激情量表：对 RJ Vallerand等人编制的一般激情量表[4]

进行修订，原量表共包含 14项测量条目，经前期研究完成修订

的《医学生学习激情量表》共包含 12项测量条目，分为和谐学

习激情与强迫学习激情两个维度，信效度检验良好 [5]。采用

Likert7点积分法进行测量，由 "1-完全不符合 "到 "7-完全符

合 "表示被试自身情况与该测量条目描述相符合的程度。

1.3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22.0统计软件，通过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医学生学习激情的

现状、人口学差异及影响因素。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有效调研对象共 1218 名，其中：男 264 人

（21.7%）、女 953 人（78.2%）、缺失值为 1 人（0.1%）；独生子女

640 人（52.5%）、非独生子女 574 人（47.1%）、缺失值为 4 人

（0.3%）；城市生源 672 人（55.2%）、农村生源 546 人（44.8%）；

大一 736人（60.4%）、大二 194人（15.9%）、大三 93人（7.8%）、

大四 146人（12.0%）、大五 49人（4.0%）；成绩水平上等 140人

（11.5%）、中上 383人（31.4%）、中等 414 人（34.0%）、中下 216

人（17.7%）、下等 65人（5.3%）；获得过奖学金 322人（26.4%）、

未获得过奖学金 893人（73.5%）；临床专业 863人（70.9%）、非

临床专业 355人（29.1%）。

2.2 医学生学习激情现状

测量结果显示：测量对象学习激情平均得分（4.37± 0.91），

和谐激情维度平均得分（4.759± 1.00），强迫激情维度平均得分

（3.98± 1.04）。测量对象的整体学习激情水平相对较高，和谐激

情维度得分高于强迫激情维度。

2.3 医学生学习激情在相关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独立样本 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

学习激情平均得分在性别（F=9.097，P＜0.05）、生源（F=14.850，

P＜0.05）及独生子女情况（F=5.470，P＜0.05）方面具有显著差

异，在专业与年级方面无显著差异。其中，男生的学习激情平均

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农村生源显著高于城市生源，非独生子女

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详见表 1。

Note: *P＜0.05.

表 1 医学生学习激情在相关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of medical students' learning passion in rela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tems Categories M± SD F P

Gender
Male 4.38± 1.01 9.097 0.003

Female 4.36± 0.88

Regions
Urban 4.35± 0.98 14.850 0.000

Rural 4.39± 0.81

Only-child student
Yes 4.35± 0.96 5.470 0.020

Not 4.38± 0.85

Majors
Clinical medical 4.38± 0.92 0.520 0.471

Non-clinical medical 4.34± 0.87

Grade

One 4.39± 0.88

Two 4.39± 0.90 0.711 0.59

Three 4.33± 0.88

Four 4.29± 0.90

Five 4.50± 1.34

2.4 医学生学习激情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学习激情得分均值设为因变量，选择成绩、学习压力、学

习氛围、专业发展规划、生活满意度、活力、父亲文化水平、母亲

文化水平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自变量，依次进行单因素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成绩、学习压力、学习氛围、专业发展规划、生活

满意度和活力是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再将这些因素以

强迫进入的方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

的容忍度为 0.674~0.978，均大于 0.10，方差膨胀因子（VIF）均

小于 2，提示回归方程内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现

象；成绩（茁=0.094，P＜0.01）、发展规划（茁=0.105，P＜0.01）、生

活满意度（茁=0.213，P＜0.01）、活力（茁=0.253，P＜0.01），4个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提示这 4个自变量对学习激情均有

正向预测作用。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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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医学生学习激情现状分析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生学习激情总体（4.37± 0.91）

处于中上等水平，表明测量对象的学习激情现状总体良好。医

学类院校常以严格的考评制度和浓厚的学习氛围而闻名，"健

康所系，性命相托 "的使命熏陶更是贯穿医学人才培养的始

终，使得医学生普遍有着较强的学习意愿和较高的学习投入[6]，

所以学习激情总体较高。但调查对象在高和谐激情得分

（4.759± 1.00）的同时，强迫学习激情（3.98± 1.04）得分也比较

高。一般激情模型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建立，激情类型的区分依

据主要是 "动机内化过程 "的不同，和谐学习激情源于学生对

专业学习的自主性内化，而强迫学习激情源于学生对专业学习

动机的强制性内化，具有不可控制性[7]。强迫激情过高的活动会

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冲突，随之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8]。说明

调查对象的在保持较高学习意愿和学习投入的同时，对学习活

动的强制性内化及消极情绪体验比较显著。强迫激情与心理调

节负性相关，可正向预测调查对象的负性情感水平[9]。如若这种

情绪体验长久的存在，其不良后果必将影响医学生的心理健康

与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3.2 医学生学习激情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3.2.1 性别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学习

激情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女生（F=9.097，P＜0.05）。有研究结果

表明，在大学阶段，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高于女生，心理素

质和抗压能力一般也优于女生[10]；同时，更加明确的理想承诺

和更高的主观成就感体验[11]，也使他们的学习心理状态更加优

于女生，这些都可能是男生群体在大学阶段具有更高的学习激

情的原因。

3.2.2 生源地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农村生源

的学习激情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城市生源（F=14.850，P＜0.05）。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源学生的学习目标更为明确，学习

状态更加积极[12]。相较于城市生源学生家庭，农村生源家庭大

多收入可能偏低 [13]，且现阶段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教学质

量、升学率还存在一定差距[14]，农村生源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更加珍视大学期间的学习机会，所以学习激情更高。

3.2.3 独生与否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非独生子

女的学习激情平均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F=5.470，P＜
0.05）。已有调研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娱乐时间和挂科

现象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而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出勤率显著

高于独生子女[15]。作为家庭关注期望的重点对象，父母对独生

子女教育的精力投入和干预程度一般高于非独生家庭[16]，所以

在进入更为自由自主的大学生活后，独生子女可能更容易出现

学习自我约束不足和积极性减弱的情况。

3.3 医学生学习激情影响因素分析

3.3.1 成绩水平对学习激情的影响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成绩水平越高的医学生学习激情程度越高（茁=0.094，P＜
0.01）。本次研究测得的成绩，均为学生在问卷中自行评价的成

绩水平，一般认为对学习成绩自我评价越好的学生通常拥有更

多学习成功的体验[17]。成绩靠前意味着更容易争取到奖学金和

评优等荣誉，伴随产生的赞许感和成就感，又可以转化为正向

强化其继续力争上游的动力[18]。长期处于这种良性循环中的医

学生，学习激情自然更为高涨。反之，相较于前者，自我评价成

绩越低的学生往往越少体会到学习成功带来的良好体验，学习

成就感较低[17]，在日常学习活动中更容易感受到学习失败带来

的打击，也更容易出现学习激情低下甚至学习倦怠的不良情绪

体验。

3.3.2 专业发展规划对学习激情的影响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对专业未来发展规划更为清晰明确的医学生学习激情

水平更高（茁=0.105，P＜0.01）。动机目标理论指出，目标是引发

个体行为动机的直接诱导因素[19]。由高中进入大学阶段，需要

学生们快速适应更为自主的学习及自我管理方式，这使得相当

一部分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目标迷失状态 [20]，自我约束力

差、学习状态散漫，无法明确自我定位，甚至出现专业学习迷

茫，导致学习激情低下。相反，拥有专业发展规划的医学生，相

当于为自己的专业学习制定了短期或者长期目标[21]。在实现规

划目标的动机驱动下，表现出了更高的学习积极性，主动对自

己的学习行为进行调节和约束控制[22]。同时，目标趋向可以使

学生表现出更强大的坚持性与更积极的情感导向和归因策略
[23]，引导学生对学习活动中出现的失败与挫折进行正确的归

因，积极主动的调节自我情绪状态，更好的维持较高水平的专

业学习激情。

3.3.3 生活满意度对学习激情的影响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生活满意度越高的医学生，学习激情水平越高（茁=0.213，
P＜0.01）。生活满意度指个体对自己在一定时期内的生活状态

的总体性认知与评估[24]。学校作为大学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体验校园生活的主要载体，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可以在相

Note: *P＜0.01.

表 2学习激情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arning passion.

Independent variables B SE Beta t P

Achievement level 0.080 0.22 0.094 3.669 0.000

Learning atmosphere 0.039 0.030 0.034 1.274 0.203

Learning pressure 0.026 0.029 0.023 0.884 0.377

Development plan 0.172 0.043 0.105 3.997 0.000

Life satisfaction 0.185 0.026 0.213 7.140 0.000

Vigor 0.242 0.029 0.253 8.23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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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度上反映其对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整体满意情

况，继而影响其在学习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和情绪体验[25]。在校

期间生活满意度低的医学生，可能是由于学校的基础设施、校

园文化等因素不符合其心理期望，或在学习活动和人际交往过

程中遭受了一些挫折和打击，使他们得到了较多的消极情绪体

验，进而学习激情水平低下。相反，在校生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则反映了其在校园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收获更多的积极情

绪体验，有助于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专业学习，所以学习

激情水平更高。

3.3.4 活力对学习激情的影响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活

力水平越高的学生，学习激情水平越高（茁=0.253，P＜0.01）。活

力作为一种积极因素[26]，有助于推动学生对学习活动的投入。

高活力对学生学习活动的主要影响[27]之一就是具有更高的认

知活力：活力水平更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学习活动中保持敏捷

的思维，少走弯路，课上紧跟老师的授课节奏，课下自主扩展知

识范围；其二是更充沛的体力：通常表示学生可能以更好、更健

康的生理状态与饱满的精力支持学习活动，不易疲倦；其三是

更积极的情绪：表明学生可能更持久的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

韧性应对日常学习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坚持不懈[28]。

所以活力越充沛的医学生，学习激情水平越高。

4 结语与展望

本次研究发现医学生学习激情水平在性别、生源地、独生

与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成绩水平、发展规划、生活满意度、活

力是影响医学生学习激情的部分因素。但本研究对于医学生学

习激情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探究还很片面，亟待未来研

究结果的推进及后续相关人才培养意见的提出，帮助医学生更

积极的投入专业学习与临床实践，实现合格医学人才的培养目

标，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良好有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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