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实用医学 2025 年 6 月 第 37 卷 第 6 期
· 585·

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特征

及群体差异性研究

王丽

【摘要】目的 探讨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特征及群体差异性。方法 依据分层整群抽样原则，遴

选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9－ 2024级新生队列作为研究对象（ =16 288），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开展横

断面调查，分析调查对象心理健康水平趋势变化；将调查对象根据所学专业不同分为医药卫生类专业组（观察组）

及服务型非临床专业组（对照组），分析两组 SCL-90各因子，以及与大学生常模（2012－ 2016年）的差异；分析调

查对象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 16 288例中男 2 811例，女 13 477例；医药卫生类专业 14 223例（观察

组），非医药卫生类专业 2 065例（对照组）。16 288例调查对象 2019－ 2024年 SCL-90各因子评分均呈时序性特

征，先上升再下降趋势。观察组及对照组 SCL-90各因子中除强迫及恐惧因子外，其余因子得分就低于常模水平

（均 ＜ 0.05）；观察组 SCL-90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 0.05）。学制因素是 SCL-90各因子中人际

关系和精神病性的影响因素（均 ＜ 0.05）。结论 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中，医药卫生类专业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显著优于非医药卫生类学生，且整体优于大学生常模；高考升学制新生更易出现社交敏感、情感淡漠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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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类专业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的大学生群

体，其特殊性体现于知识密度超常态递增、临床实践

规范融入以及职业素养快速建构三重维度，该特征

使这一群体易产生独特的心理应激图谱。针对该群

体心理特征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本科或研究生阶

段，且结果差异较大。一些文献认为，医药卫生类大

学生面临的压力更大，心理健康状况较差[1-3]；一些文

献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医药卫生类大学生整体表现

良好，心理健康优于常模 [4-5]。而针对高等职业院校

医药卫生类专业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较少，

我国每年约有 46 万名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毕

业生，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身心

健康，也间接影响医疗卫生领域的服务质量。本研

究旨在探讨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心理健康

特征及群体差异性，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依据分层整群抽样原则，遴选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9－ 2024级新生队列作为研

究对象（ =16 288）。入选标准：（1）注册入学 30 d内
未接受系统心理健康教育干预的新生，（2）年龄 18

～ 20岁。本研究调查对象均匿名，调查前均告知调

查对象数据用途。

1.2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6]实施结构化评估，其因子结构包含 9个评

价维度：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性焦虑、偏执和精神病性等。数据采

用普查法采集，对入组者发放 SCL-90调查表，按要

求填写。共发放 SCL-90调查表 17 000份，获有效

问卷 16 288份，回收率 95.81%。

1.3 观察指标 （1）分析调查对象 2019－ 2024年
心理健康水平趋势变化；（2）将调查对象根据所学专

业不同分为医药卫生类专业组（观察组）及服务型非

临床专业组（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新生所学专业为

护理学、口腔医学等具备临床实践属性专业，对照组

基金项目： 健康养老应用技术与标准协同创新中心科研项目

（JKYL202206）；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科研项目（2024L01）

作者单位： 315100宁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作者： 王丽，Email：38644470@qq.com

·调查研究·



Modern Practical Medicine, June 2025, Vol. 37, No.6· 586·

新生所学专业为美容美体、家政服务等非临床实践

属性专业。分析两组 SCL-90各因子，以及与大学生

常模（2012－ 2016年）[7]得分的差异；（3）分析调查

对象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

1.4 统计方法 数据通过双盲录入校验后，采用

SPSS 20.0进行方差齐性检验，Excel辅助完成数据

清洗的标准化质控流程。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

差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多重比较采用LSD-

检验。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 ＜ 0.05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019－ 2024年心理健康水平趋势变化 调查

对象共 16 288例，其中男 2 811例，女 13 477例；年

龄 18～ 20岁；医药卫生类专业（观察组）14 223例，

非医药卫生类专业（对照组）2 065例；学制为五年一

贯制 2 923例，高考升学制 13 365例。

16 288例调查对象 2019－ 2024年 SCL-90各

因子评分均呈时序性特征，先上升再下降趋势，2023

年到最高峰，2024年下降，见表 1。
2.2 不同专业新生心理健康水平趋势变化 观察组

及对照组SCL-90各因子中除抑郁及恐惧因子外，其

余因子得分就低于常模水平（≥4.04，均 ＜ 0.05）。

观察组 SCL-90 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3.56，均 ＜ 0.05），见表 2。
2.3 影响因素分析 将性别、学制因素（五年一贯制

或高考升学制）、生源地和家庭经济状况赋值后纳入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制因素是 SCL-90

各因子中人际关系和精神病性得分的影响因素（均

＜ 0.05），见表 3。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

生SCL-90各因子得分除抑郁及恐惧因子外，其余因

子得分就低于常模水平（均 ＜ 0.05）；观察组

SCL-90 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

0.05）。研究显示 [8]，1993－ 2016年我国医学生（本

科生、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与本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抽样时间为 2019－ 2024

年，SCL-90各因子评分均呈时序性特征，先上升再

下降趋势，2023年到最高峰，2024年下降。表明该

群体心理健康持续向好，也折射出新型职业教育体

系的结构性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考升学制医药卫生类高等

表 1 2019－ 2024年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情况 分

因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值 值

（ =2 243） （ =2 210） （ =2 406） （ =2 430） （ =2 413） （ =2 486）
躯体化 1.24±0.34 1.20±0.32 1.22±0.33 1.26±0.36 1.35±0.47 1.31±0.41 54.59 ＜ 0.05
强迫症状 1.76±0.53 1.66±0.54 1.72±0.53 1.66±0.56 1.77±0.63 1.71±0.60 15.26 ＜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56±0.50 1.48±0.50 1.53±0.50 1.50±0.53 1.57±0.59 1.50±0.55 9.98 ＜ 0.05
抑郁 1.41±0.47 1.36±0.48 1.39±0.45 1.39±0.48 1.49±0.58 1.44±0.53 19.51 ＜ 0.05
焦虑 1.40±0.43 1.34±0.41 1.37±0.42 1.35±0.43 1.42±0.51 1.40±0.49 12.95 ＜ 0.05
敌对 1.35±0.44 1.32±0.43 1.34±0.43 1.31±0.43 1.38±0.54 1.33±0.46 6.51 ＜ 0.05
恐惧 1.37±0.45 1.33±0.44 1.38±0.46 1.36±0.47 1.44±0.54 1.41±0.52 16.69 ＜ 0.05
偏执 1.35±0.41 1.30±0.42 1.33±0.42 1.31±0.43 1.37±0.51 1.33±0.46 7.62 ＜ 0.05
精神病性 1.33±0.38 1.28±0.39 1.31±0.37 1.28±0.39 1.36±0.47 1.30±0.41 12.68 ＜ 0.05

表 2 观察组、对照组及大学生常模（2012－ 2016年）SCL-90各因子得分比较 分

因子 观察组（ =14 223） 对照组（ =2 065） 大学生常模

躯体化 1.26±0.38 1.33±0.45 1.37±0.40
强迫症状 1.71±0.56 1.77±0.61 1.74±0.52
人际关系敏感 1.52±0.53 1.57±0.58 1.63±0.53
抑郁 1.41±0.50 1.49±0.57 1.47±0.48
焦虑 1.38±0.45 1.43±0.51 1.50±0.48
敌对 1.34±0.46 1.40±0.52 1.47±0.50
恐惧 1.38±0.48 1.44±0.52 1.39±0.47
偏执 1.33±0.44 1.39±0.51 1.47±0.46
精神病性 1.31±0.41 1.36±0.46 1.4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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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新生更易可能出现社交敏感焦虑、关系紧

张及情感冷漠等。学制变量对人际适应力与精神病

性维度的预测效应，揭示了职业教育连续性的潜在

价值。与预期不同，传统中职衔接群体展现出更强

社会情感能力。这可能源于建制化的同伴关系发展

周期（3年连贯培养）形成缓冲带，长期相处可能有助

于减少社交敏感焦虑、关系紧张和情感冷漠等情况。

五年一贯制高等职业院校新生已积累了一定的医学

基础知识、实操技能和实习经验，比高考升学制学生

应对复杂的医学课程可能更加游刃有余。这与研

究认为的中职群体弱势地位的结论冲突 [9-10]，提示

需要对“学习基础薄弱-学业压力”的线性归因进行

当代解构。

综上所述，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中，医

药卫生类专业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优于非医药卫

生类学生，且整体优于大学生常模。学制因素对医

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的人际关系和精神病性

因子有显著影响，高考升学制新生更易出现社交敏

感、情感淡漠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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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医药卫生类高等职业院校新生 SCL-90各因子影响因素分析

因子 值 值 值 值 容差 值

躯体化

性别 0.01 0.01 0.91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0 0.01 0.17 ＞ 0.05 0.98 1.02
生源地 0.01 0.01 1.14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1 0.01 1.30 ＞ 0.05 0.95 1.05

强迫症状

性别 0.00 0.01 0.24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2 0.01 1.78 ＞ 0.05 0.98 1.02
生源地 0.01 0.01 1.10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0 0.01 0.39 ＞ 0.05 0.95 1.05

人际关系敏感

性别 0.00 0.01 0.18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4 0.01 3.60 ＜ 0.05 0.98 1.02
生源地 0.00 0.01 0.15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1 0.01 1.13 ＞ 0.05 0.95 1.05

抑郁

性别 0.01 0.01 0.47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1 0.01 0.70 ＞ 0.05 0.98 1.02
生源地 0.01 0.01 0.68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0 0.01 0.19 ＞ 0.05 0.95 1.05

焦虑

性别 0.01 0.01 0.64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2 0.01 1.83 ＜ 0.05 0.98 1.02
生源地 0.00 0.01 0.18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0 0.01 0.09 ＞ 0.05 0.95 1.05

敌对

性别 0.01 0.01 0.96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0 0.01 0.05 ＞ 0.05 0.99 1.01
生源地 0.01 0.01 1.31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0 0.01 0.24 ＞ 0.05 0.95 1.05

恐惧

性别 0.00 0.01 0.22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0 0.01 0.40 ＞ 0.05 0.99 1.01
生源地 0.01 0.01 0.92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1 0.01 0.71 ＞ 0.05 0.95 1.05

偏执

性别 0.01 0.01 0.66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1 0.01 1.12 ＞ 0.05 0.99 1.01
生源地 0.01 0.01 1.03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0 0.01 0.02 ＞ 0.05 0.95 1.05

精神病性

性别 0.01 0.01 0.74 ＞ 0.05 0.98 1.02
学制因素 0.02 0.01 2.15 ＜ 0.05 0.99 1.01
生源地 0.00 0.01 0.05 ＞ 0.05 0.95 1.05
家庭经济状况 0.01 0.01 0.79 ＞ 0.05 0.95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