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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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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调查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提升医学生自我效能感提供对策。方法 

本研究选择方便抽样法，在 2023 年 11 月 ~12 月，抽取吉林市某高校的 914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梁宇颂编制的学业自

我效能感量表为工具，展开问卷调查和分析。结果 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为 (62.36±14.4) 分；女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显著低于男生 (P<0.05)；不同年级医学生在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5)，大三年级的学生得分较低；不

同家庭条件的医学生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5)；家庭条件能够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结论 

根据性别、年级及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激发学习兴趣，增加资源与支持，以提升学生自信心，

进一步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促进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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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医学生的要求逐渐增

高。医学生不仅需要拥有坚实的医学理论基础，还必须具备

高超的技能和优秀的个人素质。这种情况下，医学生往往面

临着较大的学习压力，个别学生出现学业倦怠，影响医学教

育的质量。如何提高医学生的学习能力，加强医学生的培养

质量是现代教育的热点问题。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我

评估，对其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反映了学生在

学习任务中对自己能力和行为的自信程度 [1]。拥有高学业自

我效能感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对自

己的学习能力和行为更有信心，遇到困难时更具韧性 [2]。学

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水平直

接决定了学习者能否有效地进行知识建构，也影响着个体未

来发展方向。研究 [3,4] 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满意度

呈显著正相关，是预测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学业自我效能

感对学生学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5]。

本研究旨在探讨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及相关因

素，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他们的学业自我效能，

进一步提高学生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能力，为健康卫生事业

发展奠定基础。为实施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3 年 11 月 -12 月对吉林市某高校医学生进

行方便抽样调查，共回收问卷 985 份，经过严格筛选，删除

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91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8%。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一般资料主要从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

的经济状况以及居住地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查。

1.2.2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梁宇颂 [6] 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分

为学习能力和学习行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11 题，共 22 题，

评分采用 Likert 5 级制，其中 1 分表示完全不符合，5 分表

示完全符合。问卷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

高，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7]。

1.3 研究方法

1.3.1 问卷调查与质量控制

以问卷星为主要工具，设置统一指导语和必填选项，

确保问卷完整性。回收后剔除不完整和无效问卷，以提升结

果可靠性。

1.3.2 统计学方法

x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定量资料以  

x±s 为单位，计数与等级资料以频数及百分比描述。通过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特征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差异，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其影响因素，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国际临床医学：2024 年 6 卷 12 期
ISSN: 2661-4839

    30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914 名医学生的一般资料情况，详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N=914)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85 31.2

女 629 68.8

年级

大三 256 28

大二 193 21.1

大一 465 50.9

独生子女
是 321 35.1

否 593 64.9

居住地
城市 403 44.1

农村 511 55.9

家庭条件

很好 25 2.7

良好 135 14.8

一般 520 56.9

较差 129 14.1

贫困 105 11.5

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总体情况 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均值为 62.36，标准偏差是 14.4。以均值作为对比，表

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中等较低水平，详见表 2。

表 2		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总体情况	（x±s	,	N=914)

项目 Min Max 总分 条目均分

学习能力效能感 11 55 31.45±8.64 2.86±0.79

学习行为效能感 11 55 30.91±6.99 2.81±0.64

学业自我效能感 22 110 62.36±14.4 2.83±0.65

2.2 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差异分析

2.2.1 不同性别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比较

结果显示，女生和男生在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方面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女生得分较低，详见表 3。

表 3		不同性别医学生自我效能感比较（x±s	,	N=914)

男 (N=285) 女 (N=629) t P

学习能力效能感 32.19±9.93 31.11±7.97 1.611 0.108

学习行为效能感 31.64±7.76 30.58±6.59 2.008 0.045*

学业自我效能感 63.83±16.13 61.69±13.50 1.951 0.052

注：* 表示 P<0.05

2.2.2 不同年级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比较

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医学生在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大三年级得分较低，详

见表 4。

表 4		不同年级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比较（x±s	,	N=914)

大三（N=256) 大二 (N=193) 大一 (N=465) F P

学习能力效能感 31.10±8.11 30.78±8.67 31.92±8.89 1.479 0.228

学习行为效能感 29.88±6.56 31.07±6.95 31.41±7.19 4.026 0.018*

学业自我效能感 60.98±13.70 61.85±14.61 63.33±14.64 2.345 0.096

注：* 表示 P<0.05

2.2.3 不同家庭条件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比较

结果显示，不同家庭条件的医学生在学习能力自我效

能感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家庭条件一般及较

差的学生得分较低，详见表 5。

表 5		不同家庭条件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比较（x±s	,	N=914)

很好
(N=25) 良好 (N=135) 一般

(N=520)
较差

(N=129)
贫困

(N=105) F P

学习能力效能感 37.56±11.04 32.16±9.39 30.92±7.94 31.51±8.59 31.6±9.85 2.591 0.04*

学习行为效能感 34.28±8.58 30.64±7.28 30.61±6.45 30.98±7.17 31.86±8.28 2.242 0.063

学业自我效能感 71.84±18.16 62.81±15.55 61.53±13.16 62.5±14.6 63.46±16.7 2.272 0.065

  注：* 表示 P<0.05

2.2.4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以性别、家庭条件和年级为自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

总体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拟合度调

整后 R2 为 0.022，回归方程显著 (F=2.957，P<0.05)，说明在

4 个自变量中，至少有 1 项自变量可以影响因变量学业自我

效能感总体。观察回归系数和相关性发现，家庭条件对学业

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即家庭条件越好，学业自我效能

感越高。详见表 6。



国际临床医学：2024 年 6 卷 12 期
ISSN: 2661-4839

31    

表 6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N=914)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B) 标准化系数 (β) T P VIF

( 常量 ) 63.625 42.109 0

性别
男生 1.925 0.062 1.859 0.063 1.03

女生 0

家庭条件

很好 8.174 0.093 2.56 0.011* 1.214

良好 -0.791 -0.019 -0.423 0.672 1.963

一般 -1.799 -0.062 -1.174 0.241 2.576

较差 -1.239 -0.03 -0.656 0.512 1.934

贫困 0

年级

大三 -1.885 -0.059 -1.674 0.094 1.143

大二 -1.17 -0.033 -0.946 0.344 1.139

大一 0

调整后 R2 0.022

F 2.957

P 0.005**

D-W 值 0.894

因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3.	讨论

3.1 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总体偏低

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学习能力越强，行为越自信。

本研究表明，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反映出他们对

取得好成绩的信心不足，这可能与医学课程内容繁杂有关，

需医学生付出更多努力。

3.2 医学生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较高

结果显示，医学生的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低于学习能

力自我效能感，这与冯晓丽等 [8] 研究结果一致，说明他们

对学习成果有信心，但在自我学习行为及良好学习方法上

缺乏信心。例如，学生认为能完成作业，实际却未能实现。

一方面，学生对学习行为的自我评估可能存在误差，实际

表现往往低于预期；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当前是信息爆

炸时代，新媒体及短视频等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进而影

响学习行为 [9]。

3.3 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差异

3.3.1 男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较高

结果显示，男生的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较高。倾向于

挑战学习过程并拓展专业知识；而女孩重视学习目标的稳定

性，偏好选择与能力相符的任务，这可能会导致不同性别间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

3.3.2 大一学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

本研究显示，大一学生的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水平比

大三学生更高，这与高礼成等 [10] 研究结果一致。年级越高，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越低。大一新生是步入大学的第一年，

对专业学习有较高的期望，充满热情，积极应对挑战，对个

人的学习行为有较高的评价。大二、大三学生逐渐接触医学

课程，内容枯燥且难度提升，学习过程中面临着挑战，易造

成心理压力与挫败感，进而降低学习自我效能感。

3.3.3 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水平高

结果显示，家庭条件优越的医学生拥有更高的学习能

力自我效能感，因其接受到优质教育和丰富资源，视野开阔，

自主学习机会增多，从而对自身能力有更准确的认知，与董

静静等 [11] 研究结果一致。

3.3.4 家庭条件是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结 果 表 明， 良 好 的 家 庭 条 件 正 向 预 测 学 业 自 我 效

能，家庭条件越好，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越高，本结果与

Randolph[12] 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经济状况不同的学生成长

环境和教育背景各异，经济困难的学生往往面临更多的学习

挑战和困难，易感自卑与无助，进而影响学习积极性，降低

学业自我效能感。

3.3.5 局限性

本研究是单中心研究，研究对象范围较小，探讨的影

响因素有限，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考虑多中心研

究。另外，线上问卷调查虽实施了质量控制，但仍可能受到

混杂因素影响。未来可尝试实施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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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讨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及

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处于中低水平，需

提升自我认知与信念。建议根据性别、年级及家庭背景的差

异，针对性优化教学策略与创新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构建支持性学习环境，增强学生个人能力与专业认同，强化

对学习成果的积极期待，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家庭条件是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应重

点关注家庭条件一般和相对较差的学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资源和支持，尽力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使其保持积极的状态。

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增强学生适应现代医学教育发

展的需求，培养优秀的医疗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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