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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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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社会发展迅猛，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与日俱增，相应地也为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医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学

生群体，由于职业特性，容易在理想和现实、交通和闭锁、自尊和自卑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诱发多种心理问题，不仅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不

利，还会影响到医疗行业、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医学生心理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并尝试着提出改善建议，旨在

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开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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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相较于其他大多学科，学制长、学业繁重，毕业后所面对

的对象也大多是非健康人群。由于医学专业特性，医学生需要承受

更多压力，容易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诱发心理问题。而且医学生未来

是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群体，保障其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这就

需要提高医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认知和重视，进一步强化心理健康教

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1 医学生的心理问题 

1.1 人际关系困扰 

医学生在求学和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其中之一

便是人际关系困扰。人际关系的不良会对医学生的学业、实践和个

人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医学生在与同学和教师的交往中可

能会遭遇到不适和挫折。例如，医学生可能会感到被排斥、忽视或

被群体孤立，导致其产生自卑和孤独感。教师和同学之间的竞争和

冲突也会让医学生感到压力，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和实践。另一

方面，医学生在医疗实践中也可能会遭遇到挑战。例如，医学生可

能会与患者产生冲突，遇到难以处理的医疗事件，或与上级医生之

间产生分歧。这些经历可能会让医学生感到沮丧、无助和失望，影

响其职业发展和自我价值感[1]。 

1.2 自我意识不清楚 

等多种压力，这些压力都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其中一个

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自我意识不清楚。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

认知和评价。医学生长期处于学业压力和职业前途不确定的状态

下，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和不安，缺乏自信心。同时，医

学生的社交圈子往往比较狭窄，交流对象主要是同学和医生，缺乏

广泛的社交经验，难以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从而导致自我认同感

不强。 

1.3 经济压力 

在医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经济问题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

理负担，甚至会对他们的学习和未来的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经

济压力会对医学生的学习造成影响[2]。由于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

要购买各种医学书籍、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进行实习等，这些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来说，经

济压力会更加突出，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效果。经济

压力还会对医学生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经济问题可能会让医学生

感到不安和焦虑，甚至产生自卑心理。医学生通常需要为将来的就

业和职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但如果他们无法满足基本的经济需

求，可能会陷入一种被动状态，甚至放弃了职业发展的机会[3]。 

1.4 就业压力 

医学生在学习期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面对激烈的竞争压

力，为了获得好的工作机会，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近

年来，由于医学行业竞争加剧和医生供给过剩，就业形势越来越严

峻。很多医学生面临着就业困难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和偏

远地区的医学生更是面临就业难的局面。在医学院校学习期间，医

学生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住宿费等生活费用，而且在实习期间，

医学生的工资往往非常低，难以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此外，

一些医学生的家庭条件比较差，经济压力更是巨大[4]。 

2 医学生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 

2.1 个体心理素质 

医学生的个体心理素质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个

体心理素质包括情感稳定性、人际交往能力、应对能力、自尊心等。

这些因素都会对医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首先，

情感稳定性对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5]。医学生的

工作压力大，时间长，极易出现情绪波动和情感失控。情感稳定性

低的学生更容易出现情感问题和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焦虑症等。

其次，人际交往能力也是医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医学

生的职业生涯中，需要与患者、家属、同事、上级等多方面进行良

好的人际交往。若医学生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则容易导致与

他人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最后，医学生的应

对能力和自尊心也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应对能力是指医学生

面对困难时，能否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方法并及时解决问题。而自

尊心是指医学生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和认知。如果医学生的应对能力

较差，或者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容易导致情绪不稳定、焦虑等负面

情绪的出现[6]。 

2.2 家庭环境 

医学生的家庭环境对其心理健康也有一定影响。一方面，家庭

对个体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家庭环境不好会对医学生的

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亲密度不

高、交流沟通不畅，家庭教育方式单一、过于严厉或溺爱等等，都

可能对医学生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医学生的家庭经济

状况也会对其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可能会给

医学生带来经济压力和就业压力，增加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同

时，家庭经济拮据可能也会影响到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进而

产生心理问题[7]。 

2.3 学校环境 

医学生的心理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其中学校环境是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以下是学校环境对医学生心理问题的影响：

①紧张的学习氛围。医学专业是一个知识面广、难度大、压力高的

专业，学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学校的教学安排、

考试形式等都会给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长期紧张的学习氛围

容易引发学生的焦虑和压力。②医患关系的不平衡。医学生在学习



 

教育教学 

 204 

医学研究 

期间需要进行临床实习，而临床实习往往面临着医患关系的不平

衡。一些患者对医学生可能存在着质疑或不信任，医学生也可能因

为实习不当或疏忽而导致患者的不满和抱怨，这种情况容易使得医

学生心理压力增加。③缺乏支持和帮助。医学生学习和生活上都需

要得到支持和帮助，而一些学校在这方面可能存在不足。缺乏适当

的辅导、咨询和帮助体系，使得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难以得到及时的

帮助和支持，进而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和困扰[8]。 

2.4 社会因素 

医学生心理问题中的社会因素包括了医学生的社会支持、社会

压力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9]。医学生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其心理

健康的重要因素，医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许多的挑战和压力，

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例如，家

庭、朋友和导师的支持可以使医学生感到被关心和支持，从而缓解

心理压力。社会压力也是影响医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医学生

需要应对许多挑战，如考试压力、学业负担、就业压力等等，这些

压力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另外，医学生所处的社会

文化背景也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例如，一些文化中，对男性

医学生的期望很高，因此他们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3 医学生心理问题的应对措施 

3.1 多途径宣传和普及心理学相关知识 

对于医学生心理问题，多途径宣传和普及心理学相关知识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应对措施。在医学生课程中增加心理健康教育。在医

学生的课程设置中加入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内容，提高医学生对心

理问题的认识和了解，让他们知道如何预防和应对心理问题。开展

心理健康咨询活动，可以在学校开设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医学生

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让他们能够在面对心理问题时得到及时的

帮助和支持[10]。组织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可以在学校和医院开展心

理健康宣传活动，通过讲座、宣传册、海报等多种形式，向医学生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意识。加强医学生的交流

与支持。可以组织医学生心理健康俱乐部或者心理支持小组，让医

学生可以在同龄人中得到相互支持和帮助，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对于一些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医学生，需要提

供心理治疗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恢复心理健康。 

3.2 设立心理健康档案 

在学生入学时，学校可以建立一个健康档案，记录学生在校期

间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心理测评结果、

心理健康问题、咨询记录、心理干预措施和效果等。通过建立这样

的档案，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

注和管理，及时进行干预，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每学期或每年定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跟进和评估，了

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及时进行干预和调整。 

3.3 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 

医学生心理问题的应对措施中，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措施。由于医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和

挑战，需要得到专业的心理支持和指导。建立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

体系，学校可以建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机构，为医学生提

供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可以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

为医学生提供心理诊断、咨询和治疗服务。推广心理健康知识，学

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和推广心理健康知识，如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组织心理健康讲座、发布心理健康资讯等。这些活动可以

增强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让他们更加了解心理问题的发生原因

和应对方法。采用网络心理咨询，针对繁忙的医学生群体，可以采

用网络心理咨询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专

业的心理咨询和指导。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方便医学生，还能够有效

保护他们的隐私。引导医学生关注身心健康，学校可以组织各种形

式的身心健康活动，如体育比赛、音乐会、文艺演出等，引导医学

生重视身心健康，减轻学习和工作的压力。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

务是帮助医学生应对心理问题的关键措施之一。学校可以通过建立

专业机构、推广心理健康知识、采用网络咨询、引导关注身心健康

等方式，为医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服务。 

3.4 创设良性的社会就业环境 

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创设良性的社会就业环境，以缓解医学

生的就业压力，减少其心理问题的发生。政府应该加大对医学生就

业的支持力度，制定更加优惠的就业政策，为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

会。还应加大对就业政策的执行力度，确保政策的落实效果。校应

该加强对医学生的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就业

市场的情况，提高就业技能和竞争力，减轻其就业压力。此外，学

校还应该积极与企业合作，开展校企联合招聘活动，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学校应该加强对医学生的职业心理健康教育，引导

他们正确对待就业和职业选择，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增强自信心

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减少其心理问题的发生。 

结论： 

综上所述，加强医学生专业培养同时，更要关注医学生心理健

康，多途径帮助医学生消除和预防心理问题，并掌握自我调整心理

状态的技巧，尽可能消除负面情绪影响，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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