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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状况及对策研究 
杨玉赫  韩璐  白宇  吕国旭  冷德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医学生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心理状况方面难免存在各种问题。本文针对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生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慌心理、对于周围环境安全性的猜忌心理、对此期间学业的焦虑心理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分析并归纳总结出通
过科普知识避免恐慌心理、线上疏导避免猜忌心理、多元指导避免焦虑心理三个应对策略，以此筑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医学生
心理健康的精神堡垒，通过较为有效方法来避免学生心理问题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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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当下医学生们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在

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积极应对、临危
不惧，为疫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这也深深影响了每一位内心
渴望为国效力、肩负使命的医学生。同时，在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
件这个大环境下，很多医学生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针对
医学生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不同心理状况，需要详细分析其
突出问题的各种原因，并根据其原因结合医学生接受程度、现代多
元化媒体技术等方面积极寻找相应的应对对策。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特征 
医学生面对重大危机事件具有心理应激反应，同时因其专业特

性及未来职业定向，一方面感动于医务工作者们无畏生死的奉献精
神，也体会到医护职业可能带来生命威胁的心理冲击，产生特殊认
知、情绪和行为[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其心理特征表现出
矛盾性、多样性、特殊性。在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时期，
医学生们在经历了长期封闭式管理的学习后，常常产生想自主外出
交往与对环境安全的猜忌之间的矛盾、想静心宅在家学习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所产生恐慌之间的矛盾、原有学业压力与后续线下快节
奏学业而产生的焦虑的矛盾等。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突出问题 
2.1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慌心理 
大多数医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等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具

体应对方法和认识程度存在一定偏差，其主要原因是很多医学生是
首次接触该类事件，故其中也不乏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恐慌心
理的学生。产生恐慌心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
全方位认知和真正亲身经历该类事件。其次，产生恐慌的其他原因
为面对以后可能成为奔赴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怀疑自己能否胜任，
能否像本次事件中的医生护士一样冲锋陷阵完成光荣使命。 

2.2 对周围环境安全性的猜忌心理 
很多医学生目前都面临着返校进行线下学习的问题。对延迟开

学重新返校有一定的顾虑，对因学生流动聚集等出现传染风险的担
心的人数较多[2]。可见医学生对于环境安全性比较敏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容易出现不安全感和猜忌心理。加上医学生自身对于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识和学习更清楚的意识到其风险的严重性，故
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医学生们更容易对于周围环境的安全性产
生猜忌心理。 

2.3 对此期间学业的焦虑心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长期线上课程的教学过程难免会让医

学生们产生疲劳，导致医学生们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学习效率与之前
的线下教学相比较为低下。随着各高校返校工作的不断进展和线下
教学大纲的出台与开展，很多学科不得不加快进度从而导致学生产
生了对于自身能否适应较高强度学业的焦虑心理。另外，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医疗工作者的优秀表现也让很多各方面学习成绩优异
的医学生产生了对于考研考博中如何选择适合的专业以及如何选
择自己日后的工作方向的顾虑，进而产生一定的焦虑心理。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问题解决方法 
3.1 科普知识避免恐慌心理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恐慌心理，我们应该普及和深

化医学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正确认知。很多医学生对于此类
事件的认知程度并不深入，其中也存在一部分知道其较强传染性、
不稳定性但又缺乏理性认识的同学。因此，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科普与拓展，可以通过科学客观、认真负责的微信推文、公益网
页、科普手册等多媒体方法来填补医学生们对于这方面知识的漏洞

或偏颇，以此来避免在该类事件中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心理。 
3.2 线上疏导避免猜忌心理 
疫情期间有些学生看到身边的人咳嗽会急忙躲开，有些学生示

不会找朋友聊天来缓解紧张情绪。有很大一部分医学生对于周围环
境存在过分猜忌，这是导致该方面心理问题不能进行线下疏导的一
个主要原因。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应该以线上心理疏导为主，
如开展线上心理服务热线、APP 上的交流互动、网上公益心理疏导
直播课等多种方法来缓解学生们的过分敏感情绪，从而避免心理问
题的产生。 

3.3 多元指导避免焦虑心理 
针对学业压力所造成焦虑心理也是我们不能被忽视的[3]。有些

医学生对于自己所学学业的认知程度和后期的就业发展都存有困
惑的可能，所以可以通过线下面对面交谈、网络心理咨询、优秀师
长引导等多元化的形式来指导学生缓解学业压力，避免产生学业方
面的焦虑心理。 

4  讨论 
在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医学生作为未来卫生事业接

班人，自身肩负着个人、国家、社会等多重的重任，因此在心理状
况方面应格外受到重视。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因鲜明的心理
状态与涉世未深的背景心理问题更容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显
现，加强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疏导尤为关键，高校应积极行动，
守护学生心灵，提供心理援助服务[4]。 

根据不同医学生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存在的不同的心
理问题，可通过其表现的突出特点来维护医学生们的心理健康。同
时也要注意及时规避好学生较不愿接受的方式方法，并且可以积
极、合理地利用线上的诸多新媒体形式，如线上心理疏导热线、软
件心理互动、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科普性和公益性文章等，减缓和
避免医学生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产生的恐慌、焦虑、猜忌等心
理，缓解该类事件后续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为医学生们今后对于该
类事件的认识、分析、应对等打好预防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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