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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academic burnout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schools and its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and grade, and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academic bur-
nout and how to buffer it, 271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from two medical colleges in Shan-
do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Burnout Scale and a written 
questionnaire. SPSS19.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1) The overall academic burnout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schools is at a moderate to low level; 2) the level of academic 
burnout of mal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t = −1.98, P < 0.05); 3) 
the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level of academic burnout among grad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 = 30.14, P < 0.05).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have moderate to low 
academic burnout, which should be buffered by self, school an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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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了解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学业倦怠现状及其在性别、年级间的差异，探讨其学业倦怠的成因及如何
缓冲。采用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对山东省内两所医学院校的271名临床医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利

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分析。1)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2) 男生的学

业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女生(t = −1.98, P < 0.05)；3) 年级间的学业倦怠总体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 
30.14, P < 0.05)。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生存在中等偏低程度的学业倦怠，应通过自我、学校、以及相

互作用来缓冲学生的学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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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近几年，有关倦怠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学习倦怠”或称“学业倦怠”，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学生

对自己所修的学业和课程，持有的一种负面态度和状态，通常伴有情感上、态度上和行为上的“衰竭”

和消极情绪(王敬欣，等，2010)。随着身心的发展，经历学业倦怠的学生也可能面临以下因素：低成就感；

人格消极或孤立；情绪疲惫；或者负面的学习情绪。已有一系列的研究来调查学生的倦怠，研究表明学

术倦怠和学生的希望感会危及他们的心理健康，并得到了相应的模型用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Bayani, 
2016)。Dyrbye 等人对五所医学院的 3080 名美国医学院学生进行了关于学生倦怠相关因素的调查，结果

显示，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复杂性影响了学生的幸福感，学生对学习环境具体特征的满意度似乎是一

个关键因素(Dyrbye et al., 2009)。 
高等教育学生的心理健康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发现医学生在各种压力源中发现的心

理问题多于其他学术领域的压力源，且压力源与医学院的竞争环境中的学术压力有关，学生长期处于学

习压力之下，往往表现出抑郁，焦虑，攻击或愤怒等情绪，这种情绪受到身心疲惫伴随着挫折，疲惫，

疲劳，无助和愤世嫉俗的影响，对自我身心健康、社会和谐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余丽，2017)。处在医学

院的紧张学习氛围中，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是否存在学业倦怠？其学业倦怠程度如何？什么因素会影响

其学业倦怠水平？因此，本研究拟对医学院非医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相关研究，以期可以积极引导临床

医学的研究生，缓冲其学业倦怠水平。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分层抽样法对山东省两所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研究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卷 3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71 份，回收有效率为 90.33%。年龄在 23~30 岁，平均年龄(26.11 ± 1.67)；男生 108 人，

女生 163 人；年级：研一 105 人、研二 88 人、研三 78 人。 

2.2. 研究工具 

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采用连榕、杨丽娴和吴兰花编制量表，将学业倦怠分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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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低 3 个因子，共 20 个项目，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 个等级计分法。该问卷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和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为 0.865，各维度 α系数分别为 0.812，0.704，0.731 (莲
蓉，等，2005)。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兴趣、学生生源、专业、年级等基本情况。参与本研究的受试者

均填写了书面访谈问卷，有以下几个问题：1) 你有没有厌恶学习的感觉。2) 如果你的答案是第一个问题

是肯定的，你认为可能是什么导致你的学业倦怠。3) 你觉得如何可以缓冲你的学业倦怠。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0 对问卷进行录入与预处理，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t 检验分析、方差分析，检

验水准为 0.05。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情况 

正如表 1 所示，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业倦怠水平总体平均分为 2.86，相对于中等临界值 3
而言略低，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倦怠水平较低。从学业倦怠的三个维度来看除了成就感

低这一维度上得分(3.01)最高，与临界值持平之外，情绪低落维度与行为不当维度平均分均低于中等临界

值，即学业倦怠三个维度上临床医学研究生更容易感到成就感低，而行为不当较少产生，得分最低(2.70)。 
 
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of academic burnout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 
表 1.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总体情况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总分 

X� 2.86 2.70 3.01 2.86 

SD 0.36 0.25 0.50 0.53 

3.2. 研究生学业倦怠基本情况 

3.2.1. 不同性别的学业倦怠差异 
正如表 2 所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业倦怠水平总体平均分男生高于女生，存在显著差异(t = 

−1.98, P < 0.05)，说明男生比女生具有更高水平的学业倦怠，情绪低落维度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t = 2.38, P < 0.05)，行为不当维度上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显著(t = −2.68, P < 0.05)。但在成就

感低这一维度上性别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 = −0.85, P > 0.05)。 

3.2.2. 不同年级的学业倦怠差异 
正如表 2 所示，在不同年级间，学业倦怠总体(F = 30.14, P< 0.05)以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总体来说，年级和学业倦怠大致呈负相关，年级越高，个体产生的学业倦怠感越强。 

3.2.3.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成因 
调查和访谈表明，许多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正经历着学业倦怠，虽然不同的人，他们的倦怠水平

有所不同。概括来说医学院临床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倦怠成因分为四类压力源：与专业、工作、学习环境

和家庭等有关的因素。约 100 名受试者表示专业学习压力大，经常会感到压抑。80 名受访者报告与工作

有关的压力，多为研三的学生，准备就业或者已经就业者更多会考虑工作压力。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考虑

家庭因素，统计发现其多数家庭条件一般，且父母文化教育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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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academic burnout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 (M ± SD) 
表 2. 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基本情况(M ± SD) 

变量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总分 

性别 男 2.83 ± 0.46 2.91 ± 0.52 3.03 ± 0.58 2.94 ± 0.46 

 女 2.92 ± 0.92 2.52 ± 0.28 2.95 ± 0.45 2.80 ± 0.95 

 t 2.34* −2.68* −0.85 −1.98* 

年级 一 2.75 ± 0.16 2.53 ± 0.63 2.96 ± 0.41 2.74 ± 0.06 

 二 2.86 ± 0.84 2.72 ± 0.84 3.00 ± 0.02 2.86 ± 0.98 

 三 2.93 ± 0.15 2.84 ± 0.47 3.07 ± 0.98 2.94 ± 0.03 

 F 39.27* 23.13* 3.05* 30.14* 

注：*表示 P < 0.05。 

4.讨论 

4.1. 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业倦怠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整体学业倦怠较低。对所学专业的学业倦怠主要体现

在成就感低维度上，即对自己所学知识的应用持有低成就感，究其原因应是研究生期间，对自我的成长

和未来的发展更为关注，更多的去思考毕业后的就业与选择问题。综合考虑，医学院校应增加对临床医

学专业的关注，不仅仅要强化对临床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制度管理，还应提高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实践

能力等方向，提高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4.2. 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 

1) 性别。学业倦怠总体男生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高于女生(Li et al., 2010)。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其

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应对方式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以往研究发现男生更倾向于问题应对方式，而女生更倾

向于情绪应对方式(陈瑞敏，2009)，这也就会造成不同的情绪体验和行为方式，因此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

的男生在情绪低落方面要低于女生，而行为不当维度高于女生。同时，进入大学之后，社会对男生的要

求会更加严格，男生会更多地考虑一些与未来事业以及自身行为有关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专业的承诺和

专业认同度低于女生，也就会更多的产生行为不当。而女生则将更多地注意力着眼于日常生活中，对学

习仍然兴趣浓厚，学业倦怠水平相对于男生较低。 
2) 年级。第一学年刚进入研究生生涯，很多学生是直接升到本校或者从一所医学院校到了另一所医

学院校，大部分研究生为自己可以进入高校进一步发展而感到兴奋，所以他们感受到的学业倦怠程度低。

随着研一大部分课程的结束，学校安排了实习或者论文等项目，更多的学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自

我关注增强，同时行为不当、成就感低因子随着年级的增长出现了增强的趋势(申丽娟，等，2012)。研三

到了毕业的时候，面临毕业论文、工作等压力，大部分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遭

受到了更高层次的学业倦怠，情绪低落、成就感普遍偏低。 
3) 综合因素。通过问卷将学业倦怠归因于个人，组织和交互三个主要因素(翟景花，等，2014)。个

人因素与兴趣，年龄，性别，专业和年级，性格等人口数据有关。组织因素与学业环境的特点有关，如

设备好的图书馆，学校对非医学专业学生的关注，激发学生学业兴趣的奖励机制等。还有两者的交互因

素是指个人和组织因素的相互作用，如宿舍人际关系，师生之间的交流，学习氛围和学术发展情况等。 
受访者对于缓冲学业倦怠的建议分为内部发展，外部支持，内部和外部相互作用三种类型(Yu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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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郭金明，2013)。内部发展包括提升自我技能，专研所学专业，同时全方面发展自己，不局限于自

己所学某一专业，也可以培养其他兴趣如跳舞、运动等，还可以增加自己的就业技能，考取技能证书等。

对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的外部支持，解决方案是改善大学学习环境，学校做好承诺机制、增加学生

的动力，鼓励优异表现，完善奖励制度，促进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的开展，以期刺激学生自我发展以及

为学校做贡献。再同时，各种大专院校，社会和家庭的支持作为外援的帮助可以缓解医学院临床医学研

究生学业倦怠(茅天玮，2014)，例如，他们可以和同学、老师或家庭成员沟通关于他们的学业倦怠，周围

人及时给与开导和建议，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归因方式、积极的生活模式，避免孤独感、无助感。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1)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整体学业倦怠较低。2) 在性别水平上，学业倦怠总体

男生临床医学研究生学业倦怠高于女生。3) 在不同年级上，学业倦怠都达到了显著差异。4) 学业倦怠归

因于个人，组织和交互三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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