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8), 2745-2750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8327  

文章引用: 汪善金, 信中贵(2022). 高校医疗机构医生医疗行为对就诊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12(8), 
2745-2750. DOI: 10.12677/ap.2022.128327 

 
 

高校医疗机构医生医疗行为对就诊学生 
身心健康的影响 

汪善金1，信中贵2 
1巢湖学院医院门诊，安徽 巢湖 
2巢湖学院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巢湖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0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4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15日 

 
 

 
摘  要 

高校医疗机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医生在门诊医疗中，与患者交流沟通，培养和谐的医患关系，

运用医疗方法帮助学生解决病痛，更要从心理理解学生的心理感受和行为表现，稳定其异常情绪，满足

其就医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疾病的痛苦和心里的困惑。本文强调了高校医院医生在门诊医疗中，服务态

度、医疗水平和职业素养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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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rvice objects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mainly college student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832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8327
http://www.hanspub.org


汪善金，信中贵 

 

 

DOI: 10.12677/ap.2022.128327 2746 心理学进展 
 

Doctors communicate with patients, cultivat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use 
medical methods to help students solve their pai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students’ psycho-
logical feeling and behavior, stabilize their abnormal emotions, meet their medical needs, and help 
them to solve their pain and mental confusion.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service at-
titude, medical treatment level and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 on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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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医疗机构(下称学校医院)是指设立在学校内、主要为师生员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非营利、公益

性机构。学校医院门诊诊疗工作有一定的特殊性，针对学校医院实际情况和学生诊疗需求，分析了医生

在诊疗过程中的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等行为对学生健康的影响，参考了相关文献，结合在校

大学生发病特点，对他们的医疗需求进行了总结，指出高校医院医务人员要加强道德修养、人文素质、

医疗技术的培养，改善服务态度，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 

2. 高校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及工作特点 

学校医院属于城市基层医疗单位，其功能正逐步向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确定的目标转变。在

1990 年国家教委实施《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学校人群的健康状况；开展学校健康

教育；负责学校常见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对影响学校人群健康的有害因素实施医务监督(孙继红，2019)。
200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和《“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规划》精神，学校医院职能确定为疾病防控、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常见病及多发病的初级诊疗﹑慢

性病康复等，在医疗中实行首诊、双向转诊的诊疗模式，功能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变，医疗服务从以

患者、医院为中心转向以家庭、社区、社会为中心，以大健康的理念来引导人们，实现从疾病防治到身

心健康与环境和谐的统一(张越，2009；李然斌，曹志友，2013；王雯婷，曹小勇，2018；牛磊磊，2012)。
目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常态下，学校医院在做好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同时，

坚持做好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保障学校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3. 高校学生门诊常见疾病类型与学生医疗特点 

3.1. 大学生门诊常见疾病类型 

学校医院是校内重要的服务窗口，服务对象为在校大学生，近几年，教育部总结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报告指出，国内高校在校大学生体质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他们容易患病，并且疾病谱较广，甚至少数学

生患有老弱人员易患的慢性疾病(覃秀松，廖钟锋，2015；贾月辉，祁艳波，韩云峰等，2018；赵红勤，

2015)。在大学生门诊普通常见病中，最多见的内科是内科呼吸和消化系统疾病，占门诊量的 70%左右(徐
楠，2019；肖南，2018；孙永胜，杨德兵，刘斌钰等，2020)，这些疾病与天气变化或季节转换时学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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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好防护有直接关系，他们缺乏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不注意气候变化和饮食不节对身体的伤害；一些

学习、生活、情感等方面压力，日久引起心理、生理变化，表现为失眠、便秘和消化道溃疡，女学生出

现痛经和月经不调，男生患上前列腺炎；运动不当引起的急、慢损伤，长时间伏案、过渡用眼等引起眼

睛和颈椎病变；由于传染病知识的普及和各级部门防控措施得力，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在大学生入学

体检时偶有病例发现；门诊中常见的皮肤病有过敏、痤疮、癣和皮炎，这与学生的体质、卫生习惯和精

神压力有关系；口腔疾病以牙病和口腔炎症为主；急腹症，结石、外伤、癫痫急性发作、癔病、低血糖

和不明原因的疼痛等急诊病人首诊在门诊就医；近几年学校医院发现学生中患有高血压、痛风和糖尿病。 

3.2. 大学生医疗就诊时特点 

大学生虽然经过不同阶段的教育，因缺少基本的健康知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不足，患病时心理压

力较大，就医时有下列三种不同的行为表现：一是完全相信医生诊疗和药品的治疗作用，身体稍有不适，

就需要到医院就诊，治疗时缺乏医患配合，忽视疾病“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不懂自我心理调节、

生活调理来缓解压力，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促进身体康复。这类学生对疾病有恐惧感，过分担心疾病对

机体的伤害，诊疗时希望医疗程序简化，治疗费用便宜，药用疗效快，即“简、廉、验”。二是患病时

不及时就医，认为自己身体健壮，抗病力强，不注意休息和身体保养，当机体正气受到损伤，抗病能力

下降时，出现疾病迁延不愈或并发症时再就诊，增加了疾病痛苦和心里压力，造成医疗成本上升和医疗

风险增加；三是学校医疗条件和医生诊疗水平不能满足患病学生的医疗需求，或学生所患疾病不适合在

学校医院诊疗，一方面是学生不信任学校医院医疗水平，主动要求到综合医院诊疗，另一方面为了防范

医疗风险，医生要求患者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疗。针对诊疗中不同患者发病情况，首诊医生要认真与患

者沟通交流，尊重患者意见，满足其就医需求，并做好病历记录和双向转诊安排，避免医患矛盾和医疗

风险的发生。 

4. 医生影响就诊学生健康的医疗行为 

“医疗行为”又称“诊疗活动”，是指医务人员从事与其资格相对应的医疗专业技术活动(丁磊，2020)，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88 条第 1 款规定：“诊疗活动”指通过各种检查，或使用药物、器械

及手术等方法或其他操作技术，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

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和延缓衰老的活动(王胜明，2010)，其目的是对疾病进行确诊并治疗。无论是由于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或疾病变化的不确定性，还是医疗条件、水平的差异，医生的医疗行为在服务态度、

诊疗方法、医疗技术等方面的表现都应该让患者满意，得到病人的肯定。 

4.1. 医生服务态度对就诊学生健康的影响 

4.1.1. 良好服务态度利于医患沟通，促进疾病康复 
学生看病进入医生诊室，双方构成了医患关系，患病的学生成为了医生服务对象，他们共同目标是

战胜疾病，恢复健康。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心理上互为效应，这需要他们相互沟通合作，在彼此交流

中和谐相处。首先医生必须取得患者信任，好的服务态度是患者信任的基础，从双方第一次接触，彼此

之间产生的第一个心理效应是对方态度的互为感知。正如《黄帝内经》中记载“有诸于内，行诸于外”，

患者就诊时，心理一定有急切、焦虑、紧张、怀疑等情绪的外在表现，医生接诊时从眼神、表情、形态

上给患者传递出亲切感信号，给患者“医者仁心”的美好印象，同时医生也能够感受到患者对自己的信

任。其次在问诊交流时医生要语言亲切，语速恰当，以微笑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告诉患者在倾听陈述病情，

对患者没有叙述清楚的内容，医生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者沟通；检查时态度和蔼，尽量消除患者紧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8327


汪善金，信中贵 

 

 

DOI: 10.12677/ap.2022.128327 2748 心理学进展 
 

张情绪，打消顾虑，取得患者信任，主动与医生配合，提供有价值的诊疗信息，方便医生做出合理的判

断，更重要的是患者信任度的增加，给治疗带来了信心和力量，调动了机体的内在动力和抗病能力，使

机体处于接受治疗的最佳状态(赵斌，2020)，利于疾病好转和康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这种积极

正面的心理效应，学生自然会对学校的管理和学校医院的医疗服务满意，更增强了学生对学校的荣誉感

和责任感。 

4.1.2. 差的服务态度降低学生信任度，影响患者身体康复 
医生在接诊时思想不集中，对患者提出的就医要求表现冷漠，不仔细问诊或问诊时语言生硬，不做

任何检查或物理检查时动作粗蛮，这些医疗行为，不仅引起学生对医生信任度降低，而且怀疑其医疗技

术和人格修养，导致医患沟通不畅，容易耽误病情，甚至误诊误治，产生医患矛盾，由此引起学生对学

校医院不满，甚至会向学校和医疗管理部门投诉，或通过网络和微信进行舆论批评。医生在诊疗中某些

不当行为会影响就诊学生情绪，产生心理反应，引起生理变化而导致医源性疾病(魏谋达，2006)，对学生

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作用。学生到医院就诊，希望在医生帮助下解除身体病痛的苦恼，还想在与医生的

交流中获得健康知识，提升自己的健康管理能力，排除心理焦虑和紧张。医生应该理解学生就医时心情、

尊重学生就医选择，应该成为学生朋友，不应该把就医变成了“求医”。 

4.2. 医疗水平对就诊学生健康的影响 

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事关民众的幸福感(廖生武，史琳娜，严金海，2013)，更是医院生存发展

的根本，作为基层的学校医院，职能将以学校社区为中心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比，学校医院在管理模式、专业队伍、人员梯队、科室建设和服务理念等方面差别明显。在对高校医

院的医疗水平、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医疗设备三个方面的满意度调研中发现，不满意度分别是 34%、25%、

和 16% (李景岩，2017)。医疗技术水平成为了影响学生去学校医院就医的主要因素，综合考虑以上三方

面因素，结合学校医院门诊常见病类型和学生发病原因，在门诊医疗中，大多数就诊学生病因单纯，病

情简单，症状典型，学校医院虽然缺少必要的辅助检查设备，但接诊医生通过详细问诊和物理检查，结

合临床症状进行辩证，可以对就诊患者的疾病做出正确诊疗，帮助患者身体恢复。如果接诊医生对病情

不辩证，寒热不分，表里不清，病位不明，既不问患者饮食起居和疾病过程，也不检查病变部位，无论

男女均采用对症处理，不交代用药事项和生活调理，不解答患者提出的诊疗疑问，不能满足学生医疗需

求，这样的医疗行为，难以取得患者信任，不利学生身体健康恢复。 

4.3. 医生的职业素养对就诊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医学是研究人类健康的自然科学，目的是保护人类健康，医生的职责是诊疗疾病，维护人们的健康

(李智，罗秀荃，孟庆忠等，2020)，医生在诊疗疾病、践行健康管理的服务中，职业素养举足轻重，特别

在学校医院，医生面对心智发展不够成熟的大学生(覃佳绮，张禹石，2022)，更要注意在工作作风、职业

道德和人文素养等方面对他们产生影响。 

4.3.1. 专业素养对学生的影响 
大学生思想活跃，心态开发，但情绪不稳定，容易受外界干扰，一旦身体不适或患病，担心在学习、

考试、学校活动等方面受到影响，容易产生焦虑和不安的心理，这时医生除了治疗患者身体疾病，还要

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这需要医生同时具有丰富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乔正荣，何东山，2018)，并

能将各种知识综合运用于临床，才能够帮助学生完成身体和心理康复。因此，高水平专业素养的临床医

生能正确判断疾病发生的原因，及时解决疾病的痛苦，同时针对学生发病情况，面对面的开展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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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愿意与医生谈心，倾诉学习、生活、情感方面的压力，医生就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热情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传递社会正能量，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乐观的心态，促进身

心健康的发展。 

4.3.2. 医生的职业道德对就诊学生健康的影响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是指其在与患者接触的诊疗服务中的态度、情感、责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表

现(张少哲，2011)。一个医德高尚、医风正派的医生，一定是自觉遵守医德医规、全力为患者服务，让患

者身心愉悦、时刻感到医护人员的仁慈和关爱(熊忠东，贾春水，2017)。因此，医生在医疗中要规范自己

的言行举止、道德情感和职责履职等方面的行为。首先医生要用温馨服务和过硬专业知识帮助学生解除

疾病痛苦，取得满意的医疗效果，获得患者信任，从心里发出对医生、医院和学校的感谢，产生乐观和

积极的心态；其次医生要有谦虚态度和敬业精神对待医疗工作，对待不能诊疗的患者，主动告诉学生，

请其他的医生会诊，这种不推诿、负责的工作态度，教育学生之间相互信任，不要有嫉妒心理，做事要

认真负责，树立集体观念；三要平等待人，乐于奉献、文明行医。对待语言表达不清的学生，医生要用

简单通俗的语言与其沟通，安抚学生紧张情绪；对待患病的学生，既是医生，也是老师、朋友，关心、

帮助他们，尽量满足学生的就医需求，主动告诉学生治疗手段、服药方法和健康知识，强调身体健康对

现在学习和将来走向社会的重要性，使学生自觉纠正错误的认知，解除心理困惑，以愉悦的心情来规范

自己就医的行为。 

4.3.3. 医生的人文素养对就诊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大学生患病到学校医院就诊，特别是缺少父母关爱和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学生，医生必须有人文情怀，

给他们家庭的温暖和亲人般的关怀，缓解学生焦虑和紧张情绪，增强患者的战胜疾病信心。一个没有人

文素养的医疗只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具有人文素养的医疗才能给患者心灵安慰和精神上放松，患

者人格受到尊重，尊严得到维护，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的医疗核心。大学生处于青春敏感时期，

在学习、生活、情感、就业等方面影响下，容易出现急躁、焦虑、冲动、抑郁负性情绪(吴琼，2019)，身

心容易处于“亚健康”状态，临床上患痛经和癔病的女学生，在医生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安慰下，症状很

快得到缓解。学校医院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注重情感和人文影响，关注学生的生活起居，情绪变化，对

学生进行语言安慰、心理疏导，教育学生有了健康身体，才能够追求崇高理想、实现人生美好愿望和奉

献社会的爱国情怀，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心态，化解负面情绪，让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学校医院医生的医疗行为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健康，医疗过程中服务态度好、医疗技术全面、人文

素养高的医生，受到学生欢迎和信任，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提高学生对

学校医院满意度的评价方面发挥影响。因此，高校医院医务人员要加强道德修养、人文素质、医疗水平

的培养，改善服务态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造优质的医疗服务，让学生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

的时代获得感、社会幸福感(吴琼，赵玉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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