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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胡海霞 *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的关系，并验证社会支持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方便抽

样法，应用自我效能感量表、压力知觉量表、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某三甲医院 135 名在培全科住院医师施行调查测评。

结果 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社会支持程度均呈两两显著相关（p<0.01），社会支持程度在自我效能感和压力知觉间

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 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社会支持存在负向和正向相关关系，利用其相互作用，医院管理者

应当提供充足有效的社会支持来减轻住培学员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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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住培”）制度的开展，

有些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陈皓阳 [1] 等人系统评价报道：

住院医师作为医院培训学员，其工作强度大，面对各方面问

题较多，大多数学员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住培学员抑郁率高

达 69.5%，尤其是在进入培训基地后住院医师的抑郁状况迅

速上升 [2]。

陆晓姿 [3] 的调查显示， 40.5% 的住院医师有抑郁症状，

培训压力是导致其抑郁的因素之一。已知的研究证实，自

我效能感和压力知觉都会对住院医师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4,5]，而多项研究证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会促进心理健康

[6,7]。本研究通过探讨住院医师的培训自我效能感是否与其

压力知觉有关系，并讨论社会支持程度的中介效应，从而为

提高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提供借鉴。

1.	相关概念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这一概念是由班杜拉（Albert 

Bandura）最早首先提出的，它可以调节压力和心理健康之

间的关系，众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影响人的思维

和正负情绪。

压力知觉指人们面对压力事件的感受和认知，感知到

压力越大，越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当压力知觉持续存在时，

可能还会出现抑郁症状，影响培训效果 [8]。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家人或社会各群体的

关心、支持和帮助，是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多项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程度对自我效能感和压力高低有影响 [9,10]，这为

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前提保障。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法的方法，从我院在培全科住院医师中

随机抽取 150 名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自愿参加本研究

的全科住培者。

2.2 方法

2.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表由研究人员编制而成，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年级、

家庭情况、是否具有医师资格证等信息。

2.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采用 Schwarzer 等编制、王才康等 (2001) 翻译修订的中

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11, 12]，该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采

用 1~4 点计分法，即“完全不正确、有点正确、多数正确、

完全正确”。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4。

2.2.3 压 力 知 觉 量 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

CPSS）

采用 Cohen，Kamarck 和 Mermelstein 编制、杨廷忠和

黄汉腾 2003 年 修订的压力知觉量表 [13]，该量表共 14 个条

目，按过去 1 个月内出现相应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评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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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紧张感和失控感两个方面，主要评估三种压力情境 : ( 1) 

日常琐事 ; ( 2) 重大事件 ; ( 3) 应对资源的改变。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从不 ，偶尔 ，有时 ，时常，总是，分别计 1 ～ 5 分。

最低分 14 分，最高 70 分，分数越高则表明知觉压力越高。

本研究该量表 α 系数为 0. 87。

2.2.4 领 悟 社 会 支 持 量 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采用 2001 年姜乾金编制的强调个体自我感知的社会

支持量表，更侧重于心理感受，包括家庭支持（3、4、8、

11）、朋友支持（6、7、9、12）和其他支持（1、2、5、

10）三个维度，总分为各维度相加得分。该量表共有 12 个

自评项目，每个项目采用７级计分法，从“极不同意”1 分

到“极同意”7 分。得分越高，表明领悟社会支持程度越大 [7]。

2.3  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均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3.	结果

3.1 住院医师基本信息情况

表 1	住院医师基本信息情况表（N=135）

人口学变量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7                          27.4
                                  女                                        98                          72.6
学历                          本科                                  118                          87.4
                                  硕士                                     9                            6.7
                                  博士                                     8                            5.9
年级                         一年级（2018）                27                           20.0
                                 二年级（2017）                34                           25.2
                                 三年级（2016）                74                           54.8
家庭所在地             农村                                    31                           23.0
                                 城镇                                    51                           37.8
                                 城市                                    53                           39.3
医师资格证             有                                       105                          77.8
                                 无                                        30                           22.2

3.2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持状

况

表 2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持状况

变量                                            得分（ x ±s）                   项目数

一般自我效能感                               27.04 ±5.94                          10
压力知觉                                       29.29±8.22                           14

领悟社会支持                                   64.83±12.66                         12
家庭支持                             21.90±4.96                            4
朋友支持                             21.31±4.28                            4
其他支持                             21.62±4.37                            4

3.3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社会支持度

间的关系

表 3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社会支持度间的相关

性		

   变量                                  1                2                3              4                5             6        
1 一般自我效能感             1        
2 压力知觉                     -0.60**         1             
3 领悟社会支持              0.59**      -0.52**         1         
4 家庭支持                      0.53**      -0.46**       0.93**        1   
5 朋友支持                      0.61**      -0.49**       0.93**       0.80**       1   
6 其他支持                      0.51**      -0.49**       0.93**       0.78**      0.81**     1

注： * * p<0.01 

3.4  社会支持度在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

间的作用

表 4		社会支持度在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间中介效

应的回归分析

  步骤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2       调整 R2        Beta          t
1        领悟社会支持            压力知觉         0.27        0.26           -0.79       -6.93**
2      培训自我效能感          压力知觉         0.35        0.35           -0.43       -8.55** 
3     培训自我效能感           压力知觉         0.46        0.45           -0.29       -5.34**
                                            领悟社会支持                                     0.18         5.15**

注：* * p<0.01 

4.	讨论

4.1 住院医师一般人口学资料

由表 1 得出，我院参与调查的在培住院医师信息如下：

三个年级参与调查的人数呈阶梯式变化，平均年龄为 27.76 

±2.58 岁，三年级住院医师居多（54.8%）；本科生占大多数，

占 87.4%；大部分居住地在农村和城镇，77.8% 的人取得医

师资格证。

4.2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持状

况分析

表 2 显示，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得分 27.04 ±5.94

分 ， 处 于 中 等 偏 上 水 平； 社 会 支 持 状 况 得 分 较 高， 为

64.83±12.66 分 ，这与林芬 [13] 等对医学生抑郁情绪及影响

因素的研究相似。压力知觉得分适中，为 29.29±8.22 分，

说明其感知的压力较小，这与张辉 [12] 对大学生社会支持、

压力知觉与自我效能的调查结果一致。

4.3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社会支持度

间的关系分析

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 [14]（r=-0.60），与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均呈正相关（r=0.59），

压力知觉与领悟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关系（（r=-

0.52），三者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为进一步验证领悟社会支

持在培训自我效能感和压力知觉间的中介效应打下基础，可

见住院医师社会支持度越大，压力知觉越小，其培训自我效

能感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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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社会支持度在住院医师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

间的效应

从表 4 和图 1 可以看出，压力知觉对于培训自我效能

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β=-0.29,p<0.01)，表明总效应成立。

压力知觉对于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β=-0.79，

p<0.01)，同时将领悟社会支持与压力知觉都纳入回归方程，

证明在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下，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

间的 Beta 值由 0.43 降为 0.29，说明本研究的领悟社会支持

在培训自我效能感和压力知觉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

作用的间接效应为 :0.79*0.18/0.29=0.48。

5.	小结

培训自我效能感与压力知觉、社会支持程度均两两相

关，社会支持程度在自我效能感和压力知觉间发挥部分中介

效应。建议住培管理者应提高对住培学员心理健康的关注程

度，将心理疏导和增加人文关怀作为住培管理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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