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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

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习前
压力源量表的编制

王秀娟 王爱华 孙德婧 禹金蕊 罗艳芬 李霞

【摘要】 目的为了研究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临床实习前的压力因素及压力情境，

编制压力源量表，并作信度效度检验。方法通过对既往七年制医学生的采访谈资料、文献研究和

专家咨询，设计压力源调查表；对136名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处理所收集数据，编制并检验压力源量表的信度效度。结果 形

成包括知识技能、沟通合作、责任心和个人生活4个维度的压力源量表。经过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

度基本达到测验编制的要求。结论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习前压力量表，作为评估分析

研究生实习压力冈素的有效工具，可以为解决研究生心理问题实施干预和缓解压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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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on stress factors and pressure situation in pre．clinical practice

for pediatric postgraduates．To construct the stressors scale and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r it．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ediatric students’interview，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construct an original questionnaire of pressure sources．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 36

postgraduates and the obtained data was analyzed statistically．Results The stressors scale has 4

dimensions，including knowledge and skills，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responsibility and personal

Life．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tressors scale are generally up to the questionnaire-making points by

correlative tests．Conclusions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analysis of stress factors，the stressors scale in pre—

clinical practice for pediatric postgraduate will provide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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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11-2]。儿

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培养阶段的实习与本科生的

实习有所不同．本科生实习是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教

学大纲规定的临床操作和病历书写的规范化培训，而研究

生的临床实习是要相对独立地诊治病人，需要独立面对患

儿及其家属．还要善于与上级医师、工作伙伴进行沟通，他

们面临更多的压力。如果应对不当，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

学习生活．更会影响到他们能否成为合格的医生L3“。为了

更好地适应这种相对独立的实习过程，了解研究生实习前

压力的冈素及压力情境，改进研究生的岗前培训、缓解研究

生面临的压力，将会对今后的实习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压力也称为“应激”或“紧张”．是指个体的身心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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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紧张状态[5]。美国心理学专家塞里

等提出．如果个体长期处于一种高度应激的状态下，将会造

成身心两方面的损害。美国著名应激心理学家拉扎鲁斯提

出了应激认知评价模型．他特别强调应激反应是个体对压

力情境或压力事件认知评价的结果。对于压力源，国外的

研究结果一般认为主要有学业因素、社交因素、生活与经济

因素、择业因素等。加拿大压力源研究学者贝克等于1991

年制定了Beck—Srivastava压力量表，用来测量学生的压力源

和压力程度[6⋯。在我国，唱丽荣等¨·⋯‘11]提出医学生实习

压力包括人际沟通、面对病人、工作负荷、知识与技能、考试

与就业、医疗条件6个方面。

对于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言．目前还没有系

统的量表可以客观地测量其实习前压力。因此，为了解形

成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习的压力因素及情境。本

研究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儿科学临床特点，通过建立

和应用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习前压力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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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系统地归纳和分析了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

实习前压力产生的来源，为今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疏导和教

育措施。。2，不断提高研究生的心理调节能力提供帮助。

1对象与方法

1．I研究对象

选择首都医科大学136名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为研究对象。其中，2007级和2008级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儿科学方向)六年级学生52名。统招2012级和2013级儿

科学专业学位一年级、二年级硕士研究生84名；男生23人，

女生113人。研究生年龄范同24岁～27岁。

1．2研究方法

1，2．1 自设调查问卷通过文献研究．初步将实习压力因

素分为人际沟通、知识与技能、工作环境、适应能力、个人及

家庭生活等方面。

对2007级七年制医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内容包

括“实习前你最担心什么?”“实习中你认为最大的压力来自

哪些方面?”等问题，收集相关资料，并与实习初期有明显不

适应的6名(男生1名，女生5名)研究生进行访谈，整理归

纳出31个压力源条目。

实施第一轮专家咨询。由5名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和临床

带教教师对压力源条目进行分析，合并删除了5个条目，初

步形成了26个条目．采用李克特(Likert)5分法编制自评量

表，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赋值为1分一5分．

分数越高表明压力程度越严重。

1．2．2预调查方便选取2006级和2007级七年制临床医

学专业(儿科学方向)30名学生进行预调查。初步分析调查

结果，将表述相同的条目进行优化，最终确定为22个条目。

1．2．3正式施测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方式，以自然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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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集体实施问卷调查，现场介绍研究目的、填写要求，统

一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136份，回收有效

问卷13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0％。

1，3统计方法

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采用SPSS 17．0软件包进行

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Pearson相关

性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制定量表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

2结果

2．1 量表维度编制

统计结果显示．各条目分析取样适当性(KMO)统计量

为0．908；巴特利球型检验结果显著∥=1925．45，P<0．001。

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对所有压力源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利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特征根大于1作为选取网子

的原则，采用因子负荷大于0．5作为入选标准。自定义提取

4个因子。4个因子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为57．85％，经过整

理。量表可以分为4个维度，具体结果详见表l。因子l包

含了6个条目．主要反映了研究生担心自己知识技能方面的

问题，如理论知识不扎实、药物剂量不熟悉、操作不熟练、未

能及时诊断而延误患儿的病情等产生的心理压力。因子2

包含7个条目，主要反映了研究生担心自己沟通合作方面的

问题．如担心不知怎样说服患儿配合治疗，不会单独与患儿

家长交代病情，担心医嘱写得不清楚被护士批评等。因子3

包括5个条目，主要反映了研究生责任心方面的问题，如担

心没有给患儿治疗彻底，出院后病情反复，假期不放心病

人．忐忑不安等。冈子4包括4个条目，主要反映了研究生

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如担心工作又忙又累身体吃不消、没

有个人时间、想念家人等。

表1 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习前压力源■表最大方差法因子旋转后因素负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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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2．2量表信度分析

总表的克朗巴赫Ot系数为0．94，折半信度为0．909，表

明本表内部一致性较高。各个维度均超过了0．7的临界值．

表明4个维度均具有较高信度。具体情况详见表2。

表2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习前压力源■表的信度分析

2．3量表效度分析

2．3．1 内容效度分析本量表结合往届研究生反映的临床

实习压力和本年度研究生实习压力调查表基础上编制。

Pearson法分析量表各条目与4个维度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各条目与4个维度之间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各维度

与其所属领域之间的各条目相关性较强，从量表的编制过

程和Pearson法分析均可以说明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具

体情况详见表3。

2．3．2结构效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22个条目明

显汇聚成4个因子。分别为知识技能、沟通合作、责任心和个

人生活方面，各条目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值均高于0．5，表

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汇聚效度。同时，各条目在其他因子上

的载荷值均低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说明

4个维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压力的情况。

表3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习前压力源量表各条目与4个维度的相关系数

注：标有“。”项表示P<0．05；标有“h”项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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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条目差异分析将每份实测问卷总分从高到低进行

排序．按照30％的比例选出前后各40份问卷．分成高分组和

低分组．然后比较两组问每份问卷的相关条目在各维度上是

否有差异。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与各维度进行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两组问在各维度上均有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量

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说明各维度上通过分数高低。各条

目可以反映压力的不同程度。具体结果详见表4。

表4首都医科大学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习前

压力源量表各维度上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差异分析(i±s)

3讨论

3．1 临床实习前压力的内容

本量表制作目的主要是探究临床实习前的压力源．未

涉及在实习后期经常出现的求职择业等方面的压力问题。

与国外研究结果认为的实习压力包括学业因素、社交因素、

生活与经济因素、择业因素等方面[6圳不同．在我们对既往

学生的开放式问卷和访谈中发现，学生自己报告的压力源

主要包括临床实习中所接触的事件(外源性压力)，不包括

对毕业临近所感受到的就业等内源性压力事件．这与近年

来儿科医生缺口大、就业形势好有关。与国内唱丽荣【l,10-111

等入研究医学生实习压力包括入际沟通、面对病人、工作负

荷、知识与技能、考试与就业、医疗条件6个方面也有所不

同，而与冯卫红【l川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如普遍感觉工作责任

大、专业知识不熟练、惧怕发生差错、病人及家属所表现的

不信任感及挑剔的态度。

3．2维度设定与假设的差异

根据最初设想，实习压力因素分为人际沟通、知识与技

能、工作环境、适应能力、个人及家庭生活等5个维度。提取

5个因子时，方差累计贡献率小于50％．故而将量表构建为

4个维度，只体现在知识技能、沟通合作、责任心和个人生活

维度。分析原因发现，调查对象在本科阶段已经有6个月的

临床实习经历，对临床环境和临床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所

以对环境适应方面的问题表现不突出。而访谈对象选取的

是进入临床实习第一个月有着明显不适应感的研究生．他

们所提及的对环境的不适应属于个别现象。而大多数研究

生本科阶段儿科学实习仅仅只有4周时间．七年制医学生研

究生培养阶段实习需要在儿科学各个亚专业轮转16个月．

统招研究生需要轮转2年。实习初期主要存在自己相对独立

收治病人的压力、面对患儿家长如何解释病情的压力．以及

历经1年一2年繁重的临床工作带来的身心压力。

3．3量表条目的选定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保留了22个条目。经过对

最初的31个条目的讨论。专家们认为：“没有在儿科实习

过，担心不能胜任工作；担心值夜班出现危重病人不知处理

流程。”此2个条目内容分别可以包含在“没有单独收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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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历”“经验不足，遇到危重病人会忙乱”中。删除了

“担心不会使用医生工作站，不了解各个科室的检查前的准

备工作”2个条目．将“因为自己工作效率慢而自卑”和“工

作失误导致情绪失落”合并为“因为工作失误而自责”。剩

余的26个被测试条目中。“担心自己亲自带着病人去做检

查”“苦于主班不会分配收治病人及安排床位”在3个维度

上均大于0．31．故被删除。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排斥斤斤

计较的家长⋯‘担心自己在领导眼中表现不积极”2个条目

因子负荷小于0．5，予以删除。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学生

的工作态度还是积极向上的，能够理解患儿家长。

综上所述．通过对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

习前压力源量表信度和结构效度的分析以及各条目差异分

析，可以看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稳定性都较高，可

以作为评估儿科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习前压力的有效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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