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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医学实习生临床心理干预的研究

胡　艳

邛崃市中医医院　四川成都　611530

摘　要：目的 : 通过对临床医学实习生的心理健康干预，以减少临床医学实习生抑郁与人际关系敏感程度，为基层医院管

理临床医学实习生提供临床实践指导。方法 : 在成都市县级某三级医院选取刚进入临床实习期间的医学实习生，使用心理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从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强迫、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九种心理症状因

子进行测评。结果 : 心理干预后，实习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其中人际关系敏感程度、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得分均有

所下降（P<0.05）。此外，敌对、恐怖等因子得分也有所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临床实习生普遍存在不同程

度的抑郁问题，通过合理干预有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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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培养医学生的关键，是医学生将在校所学

的理论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也是医学生在未来

工作所必需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行为的关键 [ １－２]。如何

提高临床实践的质量，提升实习效果，成为广大临床教师的

一大难题，也使医院的临床实习教育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 [3]。

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教学环境、工作就业、沉迷网络三个方

面 [4]。医学实习生普遍存在协调能力较差，实习心理压力大

等问题，易导致医患冲突、争议与投诉等，目前针对医学生

身心状态的调查与研究，多集中在学生的在校阶段，对实习

过程中的心理调查与研究则较少。本文以基层医院医学实习

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问卷 [5] 调查

评估实习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干预实习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以期为未来建立健全健康的医学实习生心

理干预模式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该研究已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完成了伦理备

案，备案编号 MR-51-23-050466；2023 年 6 月 20 日，选取

来自成都市县级某三级医院临床医学实习生 73 名为调查对

象，在测评前，由研究员向调查对象解释本研究目的，用途

和含义等，取得调查对象的口头知情认可，按照学生自主填

报，信息保密的原则，现场发出调查问卷 73 份，即时结束

后再返回有效答卷 73 份，有效问卷率 100%，学生年龄在

17 ～ 23 周岁，平均年龄（19.13±1.53）周岁。每个实习生

都参加症状自评量表问卷调查，并完成了全部实际活动。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学生进入医院实习后，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5] 调

查所有参与调查实习生的心理情况，阅读指导语后独立完

成，均为有效问卷。使用通用 1-5 级评分制（1- 无；2- 轻

度；3- 中度；4- 相当重；5- 严重），其中 SCL-90 各因子

分数的总和 >160 分，即为心理健康总分筛查阳性；单个因

子分数≥ 2 分，即为阳性；九十个项目中，阳性数 >43 分，

即为心理健康阳性和筛查阳性 [6]。

1.2.2 干预措施

1.2.2.1 组织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邀请专职心理教育讲师为实习生讲解心理健康知识，

提高实习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调节能力。

邀请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实习生进行心

理健康讲座《释放压力，放松身心，共同成长》，促进实习

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再次召开心理健康教育讲座，邀请重点大学管理学博

士授课《幸福人生：情绪管理》，提高实习生心理素质和自

我调控能力。

1.2.2.2 组织拔河比赛

组织实习生参加拔河比赛，强化集体意识和团队协作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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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组织技能竞赛

组织实习生临床技能竞赛，提升实习生的专业技能和

自信心。

1.2.2.4 针对性座谈开导

对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评分 >160 分者，开展一对一

或小组座谈开导，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指导。

在心理干预措施实施完成后，再次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对实习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以比较心理干预前后的

变化。

1.3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其中计数资料

以百分数或频数的形式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太分布的采用

均数 ± 标准差的形式表示，不符合正太分布的采用中位数

( 四分钟间距 ) 表示，以 P ＜ 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心理干预后，实习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具体

而言，人际关系敏感程度、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得分均有所下

降，与干预前相比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

实习生的敌对、恐怖等因子得分也有所降低，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心理干预前后症状自评量表得分比较

因子 研究前实习生心理测评 干预后实习生心理测评 T P

总分 1.40±0.51 1.26±0.38 4.4521 0.062

躯体化 1.41±0.62 1.26±0.40 4.2133 0.085

强迫症状 1.69±0.69 1.50±0.55 4.4024 0.068

人际关系敏感 1.39±0.54 1.22±0.43 4.9013 0.037*

抑郁 1.42±0.57 1.25±0.37 4.9915 0.034*

焦虑 1.34±0.51 1.20±0.38 4.4232 0.062

敌对 1.36±0.54 1.26±0.53 1.0356 0.261

恐怖 1.28±0.47 1.19±0.41 1.0448 0.220

偏执 1.27±0.46 1.18±0.42 1.0495 0.219

精神病性 1.27±0.46 1.18±0.38 1.1035 0.200

*：P ＜ 0.05

3.	讨论

本研究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基层医院医学

实习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了系统评估，确保测试环境统一

并提供了标准化指导语，以精确测量实习生在实习初期与末

期两个关键时间点的心理状态变迁。研究结果显示，初期阳

性检出人数为 12 人，而末期降至 5 人，具体数据参见表 2。

统计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敏感与抑郁两因子得分在实习前后

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其余因子得分虽有一定改善，

但无统计学差异（P ＞ 0.05）。此数据表明，经过一系列心

理干预措施，阳性检出人数显著减少，从而证实了心理干预

对改善实习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性。

具体而言，人际关系敏感与抑郁两因子在实习期间的

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临床医学实习生在

实习过程中普遍面临这两方面的心理问题。因此，必须采取

积极措施加以干预，以消除实习安全隐患，保障实习生的心

理健康。此外，还应增强学生的心理应对能力 [7]，提升其自

我导向与自主学习能力，进而优化实习效果 [8]。

研究还发现，实习生的敌对与恐怖因子得分降低，这

进一步证明了心理干预措施对实习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的

积极影响。

鉴于基层医院实习生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应前瞻性地

识别并处理不安全因素，以提升实习生的临床实践能力，确

保实习安全 [9]。同时，应高度关注实习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通过积极的健康教育与引导，提高学生的临床实习质量 [10]。

对于实习生的心理健康异常情况，需进行定期观察与评估，

并在必要时提供有效的心理疏导 [11]。最后，学校与医院应

加强合作，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

4.	总结

本研究旨在促进基层医院医学实习生在临床实践中自

主构建与患者的和谐沟通桥梁，规避偏激行为及潜在的医

患矛盾，以期实现其从学生身份向专业医务工作者的平稳

过渡。同时，本研究亦旨在为医院临床实习管理提供一套

科学有效的干预策略，为实习生的心理健康构筑坚实的保

护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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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经深入调研与分析，提示基层医院医学实习生在实习

期间普遍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此压力既源自复杂多变的医

疗环境与病情挑战，亦包含与病人、同事及上级医师间沟通

交流的困扰。这些压力常表现为高度的人际关系敏感性及抑

郁倾向等心理问题，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相一致。在本研

究实施后，证实了心理干预措施对缓解实习生心理压力、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效果。因此，建议实习管理部门采

取多元化途径与方式，协助实习生积极应对，为其心理健康

与安全实习提供有力保障。

然而，本研究亦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受时间与资

源所限，调查样本量相对有限，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

用性。其次，当前心理干预措施尚需进一步全面深化与完善。

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致力于扩大样本量、优化心理干预措

施，并深入探究实习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将

从多维度出发，全面剖析影响实习生心理健康的各种因素，

并制定相应干预策略，以期显著改善基层医院医学实习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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