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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ttitude and burnout of medical students, 
595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learning attitude and burnout scale. 
The results: 1) In statistics, 21.3% of medical students have good learning attitude, 68.5% general 
and 10.2% poor; 2) the total score of learning burnout was 2.19, lower than the average score of 3; 
the incidence of learning burnout was 16.8%, in which boys were higher than girls (P < 0.001) and 
the ones with good learning attitude was lower than those with poor attitude (P < 0.001). 3)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scores of learning burnout and attitude (r = 0.504, P < 0.001). Learning 
burnout happened among the students and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can redu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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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医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倦怠相关性，本研究采用大学生《统计学学习态度问卷》和《学习倦怠

量表》对新疆医科大学59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本校医学生在统计学课程中学习态度好占

21.4%，一般占68.4%，较差占10.2%；2) 新疆医科大学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总得分为2.19，低于平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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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分3分；学习疲倦的发生率为14.4%：男生高于女生(P < 0.001)，学习态度好的学生低于态度较差的

学生(P < 0.001)；3) 学习态度和学习倦怠得分具有相关性(r = 0.504, P < 0.001)。医学生中存在一定程

度的学习倦怠，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可以减少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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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反映大学生消极学习心理的重要指标，大学生学习倦怠现象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连

榕等认为学习倦怠是指大学生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1]，而

且开发出信度和效度均良好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测量学生的学习倦怠状况[2]。有研究表明，大学

生学习倦怠的成因可以分为社会原因(竞争压力、社会角色定位、生源地域差异)，教育环境(大学生的自

由度、教师素质等)，个体因素(性格特征、自我评价、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态度等)，而个体因素

是影响大学生学习倦怠的首要因素[3]。龚芸在对高职学生学习倦怠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相比于学习动机、

学习策略和自我评价，高职学生的学习态度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最大[4]。 
统计学是医学院校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开设的目的是培养本科生掌握统计学基本原理和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由于统计学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计算公式繁多难

记等课程特点，部分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到枯燥难懂，表现出学习的积极性不高[5]，对学习没有

兴趣、缺乏动力等学习倦怠现象，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6]。为了了解医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态

度及学习倦怠状况，探讨学习态度与其学习倦怠的关系，本研究采用大学生《统计学学习态度问卷》和

《学习倦怠量表》对新疆医科大学医学生进行调查，为预防医学生发生学习倦怠，提高统计学课程学习

质量提供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本校预防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和中医学等四个专业正在开展

统计学课程的医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量表对其统计学课程学习态度和学习倦怠水平展开调查。发放问

卷总共 595 份，回收了 548 份，回收率 92%，其中男性 195 人(35.6%)，女性 353 人(64.4%)，预防专业

62 人(11.31%)，临床专业 256 人(46.72%)，护理专业 124 人(22.63%)，中医专业 106 人(19.34%)。 

2.2. 研究方法 

采用连榕、杨丽娴等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2]，Cronbach a 系数为 0.865，信度和效度指标

较为良好。该量表项目数 20，共有三个维度即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此量表是 5 级评分制，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用数字 1~5 表示。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取平均分(项目总得分/项目数

20)，分值越小疲倦程度越严重。分值中位数为 3，小于 3 发生倦怠，大于 3 不发生倦怠。《统计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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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问卷》经山东师范大学孙爱玲[7]课题组编写的《大学生学习态度问卷》修改而成，着重强调统计学

学习态度，同时调查医学生性别、对自己成绩是否满意等一般信息。问卷涉及学习态度有 14 项目，采用

4 点记分法，均为正向计分，分值越大学习态度越好。最终得分取平均分(项目总得分/项目数 14)，得分

范围 1~4 分，中值为 2.5 分，大于等于 3 分为学习态度好，2~3 之间为一般，小于 2 为学习态度较差。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两个(多个)组倦怠发生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学习态度得分与学习倦

怠得分相关性分析采用 person 相关方法。 

3. 研究结果 

3.1. 新疆医科大学医学生统计课学习态度现状 

新疆医科大学医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得分为 2.28 ± 0.412，低于中值 2.5，说明医学生学习态度不够积

极。本校医学生在统计学课程中学习态度好占 21.4%，一般占 68.4%，较差占 10.2% (见表 1)。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learning attitud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statistics 
表 1. 医学生统计学课程学习态度构成比 

学习态度 人数 构成比(%) 

好 117 21.4 

一般 375 68.4 

较差 56 10.2 

合计 548 100 

3.2. 新疆医科大学汉医学生学习倦怠现状 

3.2.1. 学习倦怠及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548 名医学生学习倦怠总分平均分为 2.19 ± 0.684 分，低于中值 3，说明医学生学习倦怠状况较为严

重。医学生学习倦怠总均分及三个维度，得分见表 2。 
 
Table 2. The scores of learning burnout of medical students 
表 2. 医学生学习倦怠得分情况 

维度 人数 得分 

情绪低落 548 2.27 ± 0.740 

行为回避 548 2.10 ± 0.742 

成就感低 548 2.14 ± 0.739 

学习倦怠总均数 548 2.19 ± 0.684 

 
从表 2 可以看出医学生学习倦怠三个维度中情绪低落维度上的得分最高，为 2.27，说明大学生的学

习倦怠以出现情绪低落最为突出。 

3.2.2. 不同特征医学生学习倦怠发生率比较 
548 名医学生中 79 名存在学习倦怠，倦怠发生率 14.4%。不同性别、不同专业、对自己成绩是否满

意、不同学习态度学生的学习倦怠发生率的比较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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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learning burnout among medical students 
表 3. 不同特征医学生学习倦怠发生率比较 

特征 
学习倦怠 

人数 Χ2 P 
无 有 

性别 
男 148 47 195 

23.02 0.000 
女 321 32 353 

专业 

预防 53 9 62 

0.694 0.875 
临床 219 37 256 

护理 104 20 124 

中医 93 13 106 

对自己成绩是

否满意 

是 384 34 418 
58.57 0.000 

否 82 45 127 

学习态度 

好 112 5 117 

24.10 0.000 一般 319 56 375 

较差 38 18 56 

 
由表 3 可以看出，男生学习倦怠发生率 24.1%高于女生 9.1% (P < 0.001)；对自己学习成绩满意

的学生其倦怠发生率 8.1%低于不满意自己成绩的学生 35.4% (P < 0.001)，学习态度好的学生倦怠发生率

4.3%低于学习态度较差的学生 47.4% (P < 0.001)；不同专业学生学习倦怠发生率没有差别。 

3.3. 学习态度与学习倦怠相关性 

548 名学生学习态度得分与学习倦怠得分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 = 0.504，P < 0.001)。因学习态度得

分越高说明态度越差，学习倦怠得分越高说明倦怠程度越严重，所以学习态度越不好学习倦怠状况越严重。 

4. 讨论 

4.1. 医学生统计课学习态度 

目前有很多关注提高统计学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的研究[8] [9]，但这些研究多从教师的角度进行

归纳总结，学生的角度探讨较少。本研究从学生角度首先调查医学生对统计学的学习态度状况，结果发

现医科大学医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得分为2.28，低于中值2.5。学习态度好的学生占21.4%，态度一般占68.4%，

较差占 10.2%，整体来说医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态度不够积极，低于英语课程的学习热情[10]。这可

能与医学统计学涉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抽象性、逻辑性比较强, 许多学生对学习统计学产

生畏惧心理有关[5]。因此，想办法转变医学生对统计课的学习态度是当前摆在统计学教师的重要课题。 

4.2. 医学生学习倦怠及影响因素 

连榕教授团队开发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信效度良好，被绝大多数研究者用以衡量大学生

学习倦怠状况，学习倦怠及各维度分值越低倦怠程度越严重。新疆医科大学医学生的学习倦怠总体得分

为 2.19，三个维度得分：情绪低落 2.27、行为回避 2.10、成就感低 2.14，均低于师范类、综合类、理工

类等高校大学生[11] [12]，说明医学生学习倦怠状况较为严重。同时，本校学生在行为回避维度得分最低，

说明医学生的学习倦怠已经外化为逃课、迟到、早退、抄袭等行为问题，这与统计学课程实际教学情况

一致，大部分成绩不良学生常出现无故缺课、上课玩手机、抄袭作业等现象，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情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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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自我评价较低的情况。 
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对自己学习成绩不满意及学习态度较差的学

生倦怠发生率都比较高，分别为 24.1%、35.4%和 47.4%，远高于本校医学生平均倦怠发生率 14.4%。这

些研究结果与孙东媛、于惠钧等研究结论类似[13] [14]。说明教师及教学管理工作者更应该关注男生、自

我评价比较低和学习态度不够积极的医学生，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减少这类学习的学习倦怠状况，使得

每一个医学生在学习上都不掉队。 
虽然医学生学习倦怠状况比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大学生严重，但医学生在不同专业上学习倦怠

发生率尚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别，这与李亚真等[3]研究不同。原因在于李亚真的研究对象涉及大一至大四

医学生，而不同年级学习倦怠发生状况有差别，年级越高倦怠状况越严重[3]。因此在比较不同专业倦怠

发生状况时一定要扣除年级的影响，但李亚真等研究并未做校正。本研究对象均为 3 年级或 4 年级学生，

在同一学期讲授医学统计学课程时进行的调查，可比性比较好，结果更可信。 

4.3. 学习态度与学习倦怠相关性 

新疆医科大学医学生 548 名学生学习态度得分与学习倦怠得分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 = 0.504，P < 
0.001)。因学习态度得分越高说明态度越差，学习倦怠得分越高说明倦怠程度越严重，所以学习态度越不

好学习倦怠状况越严重，这与前述孙东媛[13]、于惠钧[14]等研究一致。 

5. 结论 

不同专业的医学生中普遍存在学习倦怠现象，男生、对自己成绩不够满意、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的学

生学倦怠状况较为严重。提示教育工作者应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教育，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转变学习

态度，改善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从而减少学习倦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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