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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问题的表现及原因
1.1 焦虑
疫情发生后，国家对疫情防控工作非常重视，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各地区开始复工复产。与此相反，国外疫情状况不容乐观，
确诊病例不断增加。进入秋冬季节，疫情有反弹的风险，疫情防
控工作形势依然严峻，这使得护理学生再度陷入焦虑的情绪。

1.2 抑郁
在校隔离防疫期间，有些护理学生出现沮丧情绪，长期以往，

生理功能会紊乱，机体免疫力下降，影响护理学生的生活、学习
等方面，进而产生抑郁心理。

1.3 意识淡薄
   部分护理学生对疫情防控管理漠不关心，对个人防护措施

麻痹大意，对学校发布的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不理睬、不遵守。不
注重个人卫生，不佩戴口罩，对宿舍及班级日常消毒工作不重视、
不配合，甚至出现多起民办高校学生违规离校的案例。

1.4 盲目乐观
大学期间是护理学生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对事物

没有全面的判断能力。随着疫情不断好转，部分护理学生盲目乐
观，思想逐渐懈怠，减少防护措施，外出游玩、旅行、聚餐没有
做到有效的防护，这可能造成疫情反扑。

2  应对措施
2.1 学校层面
2.1.1 加强学校疫情防控管理
高校需制定完善的疫情防控管理机制。正确、完备的管理机

制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仅可以预防校内疫情的发生还会缓解
学生的恐慌情绪。这种良好的环境，使得学生的负面情绪减少，身
心健康得到发展。

2.1.2 在相对安全条件下放宽封校举措
研究表明，封闭式管理对生活和学习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在

不影响安全的原则下可适当放宽封校举措，不能全面隔断与社会的
交流，要在安全状况下让学生走出去。有助于缓和学生内心的压抑。

2.1.3 鼓励支持社团活动
在疫情防控的管理下，学生的自由相对受限。此环境下，护

理学生会更主动积极地参与社团活动，通过丰富学生日常生活、
锻炼学生个人能力，来排解内心的负面情绪。

2.2 医院层面
2.2.1 加强护理实习生新冠疫情临床知识的教育
实践指导生活。在实践的过程中，护理学生会学习到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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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相关知识。从实践中认识新冠疫情的临床知识是一个可行的
方案，也是此问题的最优解。

2.2.2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安排护理实习生参与新冠肺炎病人
的护理工作

人类在发展中对社会需求来源于五个层次，呈现递进关系，
且相互影响。安全尤为重要。医院在做好相对安全的防护措施下，
安排护理实习生参与到新冠肺炎患者的护理工作中。当护理实习
生真正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会加强护理实习生的疫情防控观
念，不会盲目乐观更不会出现意识淡薄的情况。

2.3 学生个人层面
2.3.1 正确看待疫情常态化
顺应社会变化，是当代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学会掌握的本领。

疫情不是给护理学生们的打击，而是给护理学生们成长的机会。
疫情常态化是一个长久的战争，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贡献，护理学
生亦是如此。

2.3.2 做好自身的心态调节,保持良好的心情
一个心情愉快心胸开阔的人，免疫强度要高出一般水平。调

节自身心理状态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学时期，心智将从幼稚走向
成熟，学生心态非常容易跟从环境的改变而产生变化。疫情防控
成为常态化，全社会神经都在紧绷，长期的紧张的心态非常容易
造成心理问题，从而影响健康。

2.3.3 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而在群体中，

免疫力的提高也就代表着，群体抵抗力的提高以及群体得病率的
降低,这也算是从正面为抗疫工作做贡献。

3  小结
疫情防控常态化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对护理学生群体亦是

如此。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并归纳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民办高校
护理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的表现原因及应对措施。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学生会出现焦虑抑郁、意识淡薄、盲目乐观、压力的心理
问题，且又通过学校、医院、学生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应对措施
及方法。望对今后护理事业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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