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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SI-R and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scale to survey 300 medical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of medical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are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2) medical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is in a moderately high level. 
Self-differenti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has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nly child family or not, which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3) medical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grad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nly child family or not. This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level of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are 
affected by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level of self-differentiation affects the ability of social 
adaptation, 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elf-differentiation, the higher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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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和大学生社会适应量表，对300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来初步探究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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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的现状及关系，同时还关注两者的人口学变量特征。结果发现：1) 自我分化和社

会适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 医学生自我分化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在性别、年级、学历、是否独生

子女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3) 医学生社会适应在性别、年级、学历、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

量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医学生自我分化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受到人口学变量的影响，而且自我
分化会影响社会适应能力，自我分化水平越高，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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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分化概念是由家庭系统心理学家 Bowen (1978)最早提出的，它是指个体能够区分理性思维和情

绪反应的能力。闫晓娜(2010)将自我分化概括为：个体区分理智与情感的能力以及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平

衡亲密与自主的能力。在内心层面上，自我分化是指个体将理智与情感区分开来的能力，自我分化良好

的个体既可以产生强烈感情，又能克制自己并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低自我分化的个体理智常常被情感

所淹没，以致于几乎失去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自我分化是指个体在与人交往时能

同时体验到亲密感与独立性的能力，自我分化良好的个体既能保持清晰的自我感，又能与家庭保持情感

连结，分化程度低的个体对自我行为缺乏理智判断，易受外界影响，混淆自我与他人的情感，面临压力

时要么回避他人要么亲近他人以减轻压力，两者都属极端的适应模式(唐海波&胡青竹，2015)。国内外研

究表明，自我分化水平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人际关系问题、成人依恋

等都具有相关性(刘春艳，王鑫强，&刘衍玲，2010；吴煜辉&王桂平，2008；王艳艳&安芹，2014；Skowron, 
Stanley, & Shapiro, 2009)。自我分化对个体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 Bowen 的家庭系统理论以及国外

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自我分化对于个体的适应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医学生的自我分化程度也影响了其心理

健康以及个性发展、人际交往、医患沟通、适应能力等，对于医学生自我分化的研究可以了解其自我分

化现状，分析自我分化对于社会适应的影响。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顺应社会环境并不断调控和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是衡量

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李晓巍，邹泓，&曲可佳，2008)。西方关于社会适应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

研究日益具体和细化。国内关于社会适应的研究，从 80 年代中期逐步开展，研究人群以青少年学生为主，

包括青少年运动员、少数民族学生、师范生和大中学生，也包括中小学教师、大学辅导员等(邓兆巍，2006)。
目前对于医学生社会适应状况的研究较少，而医学生属于大学生群体的一个特殊部分，在未来的工作中需

要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大众。这对医学生的人文素养、社会适应能力以及沟通能力等都有较高的要求。现

如今，随着现代人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纠纷不断增多，要求医学生提前了解医疗大环境，提

前做好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准备。此外，我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医学生的就业压力同样

不容小觑。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对于应对严峻的就业环境，应对未来人生的挑战都意义重大。 
本研究以社会适应为主题，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自我分化的角度来了解医学生社会适应状况的

影响因素，探讨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假设：①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呈

显著正相关；②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在重要人口学变量上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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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山东省两所本科医学院及一所专科医学院大一至大四学生为被试，采用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

合方式，要求被试按照问卷要求进行答卷。回收电子问卷 150 份，纸质问卷 150 份，共 300 份，剔除无

效问卷之后获得有效问卷 278 份，有效率为 93%。调查对象均为自愿参加调查。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自我分化量表修订版(DSI-R) 
该量表由吴煜辉，王桂平(2010)修订。包含四个维度：与人融合、自我位置、情绪反应及情感断绝，

共有 27 个项目，其中正向题 6 个，反向题 21 个。采用六级计分，要求被试从“根本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做出评定。总分越高，自我分化的程度就越高。 

2.2.2. 大学生社会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方从慧(2008)编制，该量表有 23 个项目，包含五个维度：学习适应、未来适应、环境适应、

心理适应及人际适应。采用五级计分，要求被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做出评定。总分越高，

代表适应状况越好，能力也越强。 

3. 研究结果 

3.1. 医学生自我分化、社会适应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见表 1，表 2)，自我分化量表的项目均分为 3.56，略大于中间值，表明医学生自我

分化水平基本处于中等水平。社会适应量表的项目均分为 3.37，大于中间值，表明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处于中等略高水平。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表 1. 医学生自我分化的总体状况 

项目 与人融合 自我位置 情绪反应性 情感断绝 自我分化 

M ± SD 3.35 ± 0.77 3.75 ± 0.82 3.46 ± 0.85 3.83 ± 0.98 3.56 ± 0.60 

 
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social adaptation 
表 2. 医学生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 

项目 学习适应 心理适应 未来适应 环境适应 人际适应 

M ± SD 3.28 ± 0.64 3.47 ± 0.70 3.35 ± 0.68 3.51 ± 0.72 3.25 ± 0.72 

3.2. 自我分化、社会适应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3.2.1. 不同性别医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 3 所示，不同性别的医学生在自我分化总分及社会适应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具体维度

上的表现是男生在自我位置、情绪反应性与未来适应的分数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在情感断绝、环境适应

上的分数显著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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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M ± SD) 
表 3. 不同性别医学生在自我分化、社会适应上的差异(M ± SD) 

 男生(n = 132) 女生(n = 146) t P 

与人融合 34.41 ± 7.70 32.68 ± 7.58 1.88 0.061 

自我位置 19.30 ± 4.31 18.28 ± 3.67 2.12* 0.035 

情绪反应性 21.45 ± 4.98 20.12 ± 5.12 2.19* 0.029 

情感断绝 21.27 ± 6.61 24.56 ± 4.59 −4.86** 0.000 

自我分化总分 96.43 ± 17.34 95.65 ± 15.23 0.40 0.690 

学习适应 19.41 ± 3.84 19.88 ± 3.88 −1.02 0.307 

心理适应 13.62 ± 2.82 14.14 ± 2.74 1.54 0.124 

未来适应 17.33 ± 3.40 16.24 ± 3.35 2.69** 0.008 

环境适应 16.73 ± 3.74 18.24 ± 3.31 −3.56** 0.000 

人际适应 9.64 ± 2.19 9.87 ± 2.13 −0.90 0.369 

社会适应总分 76.73 ± 11.30 78.37 ± 11.47 −1.20 0.23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下同)。 

3.2.2. 不同年级医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 4 所示，不同年级医学生在自我分化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情感断绝因子上存在显著

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大三年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大四年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不同年级医学生在社

会适应总分和心理适应、环境适应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在社会适应总分上大三年级

高于大一年级、大四年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在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维度上大三年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

大四年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 
 
Table 4. Differences in grade of medical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M ± SD) 
表 4. 不同年级医学生在自我分化、社会适应的差异(M ± SD) 

 大一(n = 66) 大二(n = 67) 大三(n = 66) 大四(n = 79) F P 

与人融合 34.53 ± 7.29 34.22 ± 7.14 32.91 ± 7.97 32.53 ± 8.09 1.15 0.329 

自我位置 17.85 ± 3.62 19.72 ± 4.03 18.77 ± 4.17 18.71 ± 4.06 2.45 0.064 

情绪反应性 21.42 ± 4.55 20.82 ± 4.80 20.68 ± 5.08 20.20 ± 5.75 0.70 0.555 

情感断绝 21.86 ± 5.80 20.63 ± 6.36 24.44 ± 5.16 24.76 ± 5.19 8.87** 0.000 

自我分化总分 95.67 ± 15.17 95.39 ± 14.93 96.80 ± 15.81 96.20 ± 18.63 0.10 0.961 

学习适应 18.79 ± 3.30 19.43 ± 3.80 20.35 ± 4.03 20.00 ± 4.10 2.13 0.096 

心理适应 13.17 ± 2.66 13.27 ± 2.66 14.27 ± 3.08 14.71 ± 2.50 5.54** 0.001 

未来适应 16.02 ± 2.84 17.39 ± 3.07 16.85 ± 3.92 16.76 ± 3.58 1.85 0.139 

环境适应 16.77 ± 3.52 16.24 ± 3.59 18.23 ± 3.50 18.66 ± 3.30 7.81** 0.000 

人际适应 9.50 ± 2.26 9.88 ± 1.97 9.86 ± 2.37 9.78 ± 2.06 0.44 0.724 

社会适应总分 74.24 ± 9.64 76.21 ± 10.09 79.56 ± 12.94 79.91 ± 11.77 4.11** 0.007 

3.2.3. 不同学历医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 5 所示，本科与专科的医学生在自我分化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情感断绝维度上本科

生显著高于专科生。专科生在社会适应总分、心理适应、环境适应上得分均显著低于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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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medical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M ± SD) 
表 5. 不同学历医学生在自我分化、社会适应的差异(M ± SD) 

 本科(n = 181) 专科(n = 97) t P 

与人融合 33.04 ± 7.51 34.37 ± 7.89 −1.39 0.167 

自我位置 18.64 ± 3.97 18.99 ± 4.09 −0.69 0.490 

情绪反应性 20.55 ± 5.19 21.13 ± 4.90 −0.91 0.365 

情感断绝 24.51 ± 4.67 20.19 ± 6.79 6.25** 0.000 

自我分化总分 96.74 ± 16.01 96.68 ± 16.66 1.01 0.314 

学习适应 19.93 ± 3.76 19.15 ± 4.00 1.60 0.111 

心理适应 14.56 ± 2.62 12.65 ± 2.67 5.75** 0.000 

未来适应 16.56 ± 347 17.12 ± 3.26 −1.32 0.187 

环境适应 18.54 ± 3.13 15.64 ± 3.67 6.92** 0.000 

人际适应 9.62 ± 2.23 10.02 ± 2.01 −1.48 0.139 

社会适应总分 79.20 ± 11.27 74.59 ± 11.09 3.27** 0.001 

3.2.4.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医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如表 6 所示，独生与非独生的医学生在自我分化总分及社会适应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身为

独生子女的医学生在自我位置及未来适应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 
 
Table 6. Differences in only child family or not of medical students’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表 6. 是否独生子女在自我分化、社会适应上的差异(M ± SD)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P 

与人融合 34.03 ± 7.96 33.07 ± 7.40 1.04 0.299 

自我位置 19.30 ± 3.96 18.33 ± 4.01 2.02* 0.045 

情绪反应性 21.06 ± 4.95 20.50 ± 5.20 0.91 0.362 

情感断绝 22.26 ± 5.89 23.61 ± 5.80 −1.92 0.056 

自我分化总分 96.65 ± 16.40 95.51 ± 16.14 0.58 0.562 

学习适应 19.68 ± 3.91 19.64 ± 3.82 0.09 0.933 

心理适应 13.69 ± 2.86 14.06 ± 2.73 −1.10 0.271 

未来适应 17.22 ± 3.42 16.38 ± 3.35 2.05* 0.041 

环境适应 17.10 ± 3.65 17.88 ± 3.53 −1.81 0.072 

人际适应 9.84 ± 2.09 9.69 ± 2.22 0.57 0.573 

社会适应总分 77.52 ± 11.77 77.65 ± 11.13 −0.09 0.927 

3.3.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 7 所示，自我分化与学习适应、心理适应、未来适应、环境适应、人际适应和社会适应总分之

间呈显著正相关；社会适应与人融合、自我位置、情绪反应性、情感断绝及自我分化总分之间也呈显著

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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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表 7.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的相关性分析 

 与人融合 自我位置 情绪反应性 情感断绝 自我分化总分 

学习适应 0.129* 0.400** 0.109 0.230** 0.277** 

心理适应 0.0.188** 0.275** 0.213** 0.463** 0.391** 

未来适应 0.129* 0.398** 0.112 0.000 0.194** 

环境适应 −0.027 0.149* 0.045 0.483** 0.213** 

人际适应 0.268** 0.0.357** 0.268** 0.304** 0.408** 

社会适应总分 0.170** 0.0.435** 0.188** 0.401** 0.392** 

4. 讨论 

4.1.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现状讨论 

4.1.1.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的总体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的自我分化处于中等水平，自我位置与情感断绝方面的情况较好，这说明现

阶段的医学生有着较为清晰的自我认识，即使面临压力情境也能够保持独立性，能够坚持自我，也能够

正确处理亲密关系。医学生自我分化水平低于大学生可能是由于医学生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学制

更长、学习任务更加繁重等因素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业上，所以在自我认识、处理情感方面以

及与人交往方面的能力略差于大学生。 
研究结果显示，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在环境适应与心理适应上得分较高，在人

际适应方面得分较低，学习适应与未来适应方面得分处于中等水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专业特

殊性要求医学生有较高的实践能力，学校会安排一定的见习实习活动，要求医学生深入不同地区，了解

患者疾苦。另外，如今各大医学院校更加重视学生心理素质，这对医学生心理适应能力的提高起到了较

大的作用。医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所以医学生应加强在

人际交往以及沟通交流方面的技能，更好地适应将来的职业生活。 

4.1.2. 不同性别的医学生自我分化程度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看，男女医学生在自我分化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吴倩(2011)的研究

结果一致，她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在自我分化的整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从各个维度上看，

男生在自我位置因子与情绪反应性因子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吴煜辉(2010)的研究结果相同，这说

明男生能够清晰的界定自我，在坚定自己立场方面不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这可能是受父母教导与家庭

观念的影响，父母对女生比较包容呵护，对男生则较严苛，要求男生从小独立自主的做决定。男生在情

绪反应性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说明男生偏理性，女生偏感性一些。在情感断绝因子上女医学生的

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 Tuason & Friedlander (2000)的研究结果不同，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情感断绝维

度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受地区差异、被试群体、研究年代等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女生心思更细腻，在交往过程能够掌握恰当的度，与他人建立亲密关

系而产生的焦虑感和恐惧感较少。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医学生在社会适应总分上差异不显著，这与丁梦媛等(2014)对大学生的研究

结果一致。但男女医学生在未来适应与环境适应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未来适应维度上男生

显著高于女生，环境适应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是由于男生关注较多社会信息，更喜欢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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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而女生可能对外界社会大环境关注较少。但女生的性格一般比较隐忍，能够吃苦耐劳，能够迅速

接受不同的环境，医学院校的女生更是如此，所以女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要高于男生。 

4.1.3. 不同年级的医学生自我分化程度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医学生在情感断绝上具有显著差异，大三年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大四年

级高于大一大二年级。这与刘春艳等(2011)对于大学生的研究不一致，他们研究得出自我分化各个维度在

年级上都不具有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受研究所采用的被试不同的影响。大一大二的医学生刚入大学校门，

对于人际互动技巧的把握不到位，随着年级升高，医学生对于医患沟通、医患纠纷等了解增多，并参加

各种职业技能辅导，所以高年级的医学生更能灵活处理各种关系，既能保持一定的亲密关系，又能维持

独立性。这对于良好医患关系的维持有一定帮助。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医学生在社会适应总分和心理适应、环境适应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经

事后检验发现在社会适应总分方面，大三年级显著高于大一年级，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年级，这

与陈晓倩(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低年级学生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缺乏一定的

锻炼，加上医学生学业繁重，所以适应能力较差，而三四年级医学生经过了几年的锻炼，参加了更多的

实践训练，能够冷静客观的应对压力，有了较强的适应能力。在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方面也是大三年级

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年级，大四年级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年级。同样是因为随着年级升高，医学生逐渐适应

了大学生活，明确了自己的职业特点，不再有刚接触疾病观察尸体时的强烈心理冲突。同时大三大四年

级的医学生心智较成熟，两三年的医学院校生活磨练了坚韧的意志，培养了刻苦认真、吃苦耐劳的态度，

因而环境适应能力也较强。 

4.1.4. 不同学历的医学生自我分化程度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本科生与专科生在自我分化总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情感断绝维度上本科生

显著高于专科生。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说明本科生在亲密体验与人际互动中强于专科生，

更有能力处理好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一般不会通过断绝与他人的关系来缓解焦虑。这可能是由于本科教

育中社会实践活动比较丰富，在此过程中能够学会恰当的处理人与人间的亲密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学历医学生在社会适应总分和心理适应、环境适应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

体表现为本科生的适应水平显著高于专科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学生自身，本科

生学习扎实，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能较好的适应学校环境因而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对于心理上的烦闷

也能进行较好的自我调节；二是学校方面，本科院校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给学生安排的见习

实习活动较多，学生能够提前融入社会，了解自身职业特点。 

4.1.5.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医学生自我分化程度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差异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独生比非独生子女的自我位置分数要高，这与随明明(2010)对高中生的研究结论不一

致，其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自我分化得分在独生与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本研究中医学生独生子女的自

我位置分数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或许是因为独生子女除了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依赖，从小独立能

力较强有关，所以即使面对压力时也更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而非独生子女遇事可以与兄弟姐妹互相商

量共同决定，所以独立性较弱，喜欢依赖他人。 
研究结果显示，独生与非独生的医学生在社会适应总分上不具有显著差异，这与秦莉(2013)的研究结

果一致，其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整体欠佳，在是否是独生子女上没有显著差异。出现这种

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随着整体经济环境的好转，个体家庭无论是独生还是非独生生活的正常需求一般情况

下均是可以满足的，子女享受到父母同等的爱与呵护(何洁，2014)，许多家长也重视从小对子女独立能力

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来适应因子上独生子女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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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为独生子女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独立意识和家庭责任感都较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锻炼，注重

对于社会大环境的了解，提前为将来进入社会做好准备；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依赖，对于未

来走向社会将要面临的问题考虑较少。 

4.2. 医学生自我分化和社会适应的关系讨论 

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的各个因子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表明医学生的自我分化程度越高，

其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这与张晨，严海辉(2016)的结果一致。良好的自我分化能力反映了个体区分理智

与情感的能力，也反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这对适应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与人融合维度得分高的个体

在与人交往中不过度依赖他人，既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而不疏离他人，又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观点，

因而能够更好的与人交往与合作。自我位置分化良好的个体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坚定自己的立场，不

过分迎合顺从他人，从而社会适应能力较好。情绪反应性分化较好的个体情绪稳定性强，在面对压力时

能够客观冷静的分析情况，理智面对压力情境，这对于维持自身心理健康以及促进人际交往，更好的适

应环境等都有较好的帮助。情感断绝分化较好的个体既可以与他人保持亲密感又可以保持自我的独立性，

在与他人交往中能够掌握好适当的度，对自身的焦虑等负面情绪可以进行恰当的自我调节。 
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医学生往往很难处理好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也不能很好的判断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会产生一定的人际困扰，又因其自身的独立性较差，所以很容易因解决不好人际关系而产生适应性

问题。及时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医学生这个将来为社会和人群服务的群体来说至关重要。医学生个

人要不断完善自身，学校也要不断加强干预，避免医学生因社会适应不良而在日后职业生涯中产生一系

列问题。 

5. 结论 

1) 医学生自我分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在不同性别、年级、学历，是否独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 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在不同性别、年级、学历，是否独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3) 医学生自我分化与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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