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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学生情绪控制对学习状态的影响 
曲祥璐  杨  宇（通讯作者）  陈  馨  陈明旭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摘要：目的 调查后疫情时代医学生对于疫情的了解、态度和情绪变化，以及学习方面受到的影响。探究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的看法对情绪控
制的影响，同时研究医学生对于情绪控制和学习的平衡方法。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对佳木斯大学 640 名学生和 87
位老师从学生对于疫情的态度及心态变化、老师对于医学生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下学习状态的评判、疫情下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变化以及
医学生家人对于孩子学医的支持情况这四方面进行调查。结论 后疫情时代，医学生情绪变化影响着学习状态的变化。学生情绪受到疫情变
化，自身职业认同感、责任感的程度，家庭支持理解等多种因素影响，需要政府、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多层次引导，增强医学生情绪控制
能力，改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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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飞速蔓延至全球大多数的国家，数以万计的

人们失去了生命，严重危及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在这场无声的战役
中，广大医务人员临危不惧，勇挑重担，逆流而上，生动凸显了“大
爱无疆”的医者情怀。但同时，许多白衣天使也因此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对此，医学生们作为未来医学事业的接班人，应保持积极向
上的心态，秉持正确的职业精神，努力学习，对于发展祖国医疗卫
生事业做出贡献。根据《柳叶刀》杂志指出：“该疫情对全社会人
口和卫生系统产生了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对医学生的教育产生了
较为持久的影响[2]。 

2.调查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调查对象为本科生、研究生及大学老师，年级为大一到大五，

大一学生居多，占总人数的 33.6%。在所有有效样本中，临床医学
专业的调查者最多。（表 1，表 2） 

表 5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医学生） 

类别 计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75 35% 
女 325 65% 

年级   
大一 168 33.6% 
大二 99 19.8% 
大三 66 13.2% 
大四 102 20.4% 
大五 63 12.6% 

研究生 2 0.4% 

表 6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非医学生） 

类别 计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 10 11.49% 
大二 15 17.24% 
大三 48 55.17% 
大四 12 13.79% 
大五 0 0% 

研究生 2 2.3% 

2.2 医学生和非医学生疫情认知对比 
2.2.1 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对于疫情情况的了解的对比分析 
医学生对比非医学生来看，医学生对于疫情变化状况的关注度

高于非医学生。从图中对比可以看出，及时关注疫情状况的医学生
占 18%，而非医学生则占 10.26%；另外完全不关注疫情现状的非
医学生占 15.28%，而医学生却仅占 5.20%。医学生们更多地关注疫
情的变化状况，了解疫情的发展，这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背景直接相
关，但是，与此同时医学生也更易因为疫情变化的改变而受到更大
的影响。（图 1） 

2.2.2 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对于疫情关注态度对比分析 

对比非医学生，医学生由于受到更专业的医学知识学习和普
及，更能够理性地了解看待疫情的状况。在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理性地看待疫情这方面，非医学生当中仅有 70.51%，大大低于
医学生的 91.6%。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生面对疫情总体情况较为良好，
但有少数医学生还应改善自身面对疫情下的心理素质。相反，在过
度恐慌、过度看淡疫情这部分的非医学 

生比例大大高于医学生。这也可以看出医学背景知识可以让学
生理性对待疫情，也侧面反映医学科普对提高学生对于疫情正确认
识的重要性。（图 2） 

 
图 1 医学生对于疫情情况的了解 

 
图 2 对待疫情的态度 

2.2.3 疫情发生以来医学生和非医学生的心情变化对比分析 
疫情发生以来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心情变化的对比调查中，发现

大多数学生在疫情暴发以来心情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对比
非医学生，医学生的情绪变化受疫情影响更小一些，更能够理性地
控制情绪。在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心情变化没有受到影响、影
响很小、较小以及一般这四方面，相比于非医学生所占人数比的
7.69%、6.41%、12.82%和 37.18%，医学生的 15.60%、11%、13.60%
和 44.40%明显较多。相反，在心情变化较大、更大两方面，相比
于医学生，非医学生人数所占比例更大。这也与之前医学生和非医
学生对疫情关注程度相呼应，侧面反映医学科普的重要性。另外，
根据数据也可以看出医学生的心情变化也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较为
明显，采取措施提高医学生情绪控制能力，改善医学生心理素质也
刻不容缓。（图 3） 

2.3 医学生在疫情期间对于情绪状态的描述分析 
该问题是一个多选题，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都有选择“平

和”这个选项，占比 71.20%，可见医学生在疫情下对于情绪状态
的控制是有一定能力的，在很多时候可以保证平和的心理状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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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愉快的情绪。不过同时也有 18.40%的医学生选择担忧，27.60%
的有忧虑情绪，还有一些感到害怕、孤独、悲伤、压力等问题。通
过问卷横向对比，这部分选择平和的学生，均为理性看待疫情的这
部分学生。但负面心理词汇的出现也占有很大比例，这也客观表现
出学生需要增加心理疏导（图 4） 

 
图 3 医学生和非医学生的心情变化 

 
图 4 疫情期间情绪状态 

2.4 老师对于医学生学习态度的评价 
2.4.1 疫情前后医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变化分析 
疫情前老师对于医学生学习积极性很满意的 19.54%，满意的

占 55.17%，一般的 24.14%，而疫情后老师对于医学生学习积极性
满意程度显著降低，很满意的有 14.94%，满意的有 39.08%，而认
为学习积极性的占 39.08%，甚至还有一些老师对于疫情后期医学
生积极性不满意或很不满意。但是，疫情期间主要为线上教学形式，
教师难以了解学生授课时的真实状态。总体可以看出医学生学习积
极性受疫情线上线下授课交替影响有所退步，但是仍对学习抱有一
定的热情，需要采取措施来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图 5） 

 
图 5 疫情前后医学生的积极性 

 
图 6 疫情前后医学生的学习状态 

2.4.2 疫情前后医学生的学习状态分析 
疫情前，老师认为医学生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有 25.29%，偶尔

走神的 51.72%，经常走神的有 22.99%，老师普遍认为基本没有不
学或完全不学的，而疫情后期认为学生非常集中和偶尔走神的老师
减少，分别占 13.79%和 44.83%，而有 33.33%的老师认为学生经常
走神，还有 8.05%的认为学生基本不学。可以看出疫情后医学生的

学习状态不佳，在这一点我们也要考虑到线上学习需要学生要有很
强的自律性，同时学习环境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注意力，疫情期
间的学习环境可能是寝室或居家，这些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学生的
学习状态。（图 6） 

2.4.3 疫情前后医学生的笔记状况分析 
疫情前对于医学生的笔记状况，有 20.69%的老师认为学生笔

记做得非常好，还有 43.68%的老师很满意，32.18%的老师持一般
的态度，而疫情后老师普遍认为医学生笔记质量下降，有 13.79%
的老师仍认为做得非常好，37.93%的认为满意，更多的老师认为一
般占 41.38%，还有一小部分老师对于笔记质量很不满意，甚至认
为学生基本不做。这个趋势基本与后面学习成绩一致，这表明线上
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笔记整理，也是有效提升教学效果的途径。（图
7） 

 
图 7 疫情前后医学生笔记状况 

3.结论 
3.1 疫情下医学生整体心情较为平和，同时对疫情关注度较高。 
调研结果表明，在疫情影响下大多数医学生的心情变化不是很

大，较多医学生情绪较为平和，不过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焦虑、紧
张等消极情绪。另外在与非医学生调查对比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或
许是因为医学生对比其他专业学生，更有可能投入到此次疫情抗击
战，因此医学生对于疫情的关注度更高，不过大多数医学生都可以
站在较为理性的角度看待疫情的发展，而这也与医学生自身所具备
的相关医学知识有关。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来保持医学生维持这种
平和心态，使他们以理性的思维来面对疫情。学校可适当为学生开
展线上心理健康、正确择业、增强自我意识等宣传活动，引导学生
积极面对学习和生活[7]。针对心理压力较大的学生，实现一对一辅
导教育。同时医学生也应该一定程度上提高自身抗压能力，以积极
向上心态来面对疫情。 

3.2 疫情下医学生学习状态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有针对性地
开展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通过调查老师对于医学生疫情前后学习状况的评价，我们可以
看出，虽然线上教学有力地缓解了疫情背景下学校教育的燃眉之
急，并且线上上课也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可以自我消化整理，但是总
体上医学生的学习状态还是有所下降的。具体来看，医学生学习积
极性是大不如前的，在线上上课时有更多学生无法集中注意力，在
课堂上走神，师生之间缺少有效的互动，课堂反馈大打折扣，老师
对于学生的学习状态无法把控。而且实验授课也是一项短板，对于
这种实践性强，学习难度大的课程，线上教学很难完成教学目标。
由此可见，很多医学生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疫情下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的转换，因此学习效果有所下降。 

针对这种状况，在学生方面，首先，明确自己近期的目标。每
个人的动力与目标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了明确的目标，学生才能
够更好地投入到网上学习中；其次，要提高自身的自律能力和时间
管理能力；另外，可以通过课上积极回答老师问题，课下与老师及
时沟通，来解决无法面对面上课所带来的困难。而学校，则要积极
培养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大力辅助学生开展各项促进学习的活
动，关注学生客观和真实的需要，引导老师转换教学理念，突出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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