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管理

基于情绪能力的视角分析中医实习生职业倦怠的现状"

杨丽娟$

!赵淑媛$

!钟琪娅#

!陈昌刚#

"

$9

云南中医学院!昆明
!

%:""$$

&

#9

云南省中医医院!昆明
!

%:"#""

#

!!

#摘要$

!

目的
!

从情绪能力的视角探讨及分析中医类实习生职业倦怠的现状%方法
!

利用中国工作倦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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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对
1#0

名实习生进行施测!回收有效问卷
#0/

份!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受试实习生中!有

>"9/_

具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高达
%"9:_

的实习生出现了成就感下降%在职业倦怠
1

个维度的比较中!女生

在人格解体和成功感降低
#

个维度上的得分要高于男生&医学专业的实习生在情绪衰竭维度上得分要高于非医学

专业者&实习时长
&

%

个月者在情绪衰竭维度上的得分要高于
(

%

个月者%结论
!

医学实习生是一个容易产生职业

倦怠的特殊群体!注重情绪能力的培养或可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

#关键词$

!

医学实习生&

!

职业倦怠&

!

情绪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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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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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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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1#017"#

!!

职业倦怠是个体在工作中表现出缺乏动力#没有热忱#对

工作对象冷漠,忽视#对前途没有信心#没有成就感的一种消

极,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

+

)该种心理状态使个体不能有效地应

对工作上出现的各种压力#从而产生一种长期的心身反应#这

些反应包括情绪衰竭,人格解体,成就感下降等*

#

+

)国内相关

研究发现临床医学研究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职业倦怠#在三个

维度中以成就感下降较为明显*

1

+

)对医学本科生而言#日趋严

峻的就业形势以及自身职业素质的不完善,较低的情绪能力都

有可能成为诱发职业倦怠的因素)对该人群的职业倦怠现状

进行研究并寻找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方法来降低职业倦怠的发

生#可为医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

!

对象与方法

$9$

!

调查对象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
1#0

名实习生进行

施测)回收问卷
1$"

份#回收率为
/!9:_

#对回收的问卷加以

检查#剔除信息不完整问卷及答案明显呈现规律性的问卷后保

留有效问卷
#0/

份)其中男生
>$

名#占
#!9%_

(女生
#$0

名#

占
>:9!_

)实习生专业!中药学专业
/!

名#占
1#9:_

(医学专

业
$/:

名#占
%>9:_

)实习时间不超过
%

个月者
$:/

名#占

::_

(

&

%

个月者
$1"

名#占
!:_

)

$9/

!

研究工具
!

采用李永鑫等所编制的中国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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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

!

+

)该量表包括情绪衰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
1

个维度#共计
$:

个项目#采用利克特
>

级记分#/

$

分0代表/完

全不符合0#/

>

分0代表/完全符合0#

$

$

>

分表示符合程度由低

到高)而职业倦怠诊断标准也是基于该量表所拟定#将被试的

倦怠程度分为零倦怠,轻度倦怠,中度倦怠和高度倦怠四种不

同的倦怠水平*

:

+

)

$9'

!

施测方法及数据分析
!

采用集中施测#当场收回问卷的

方法)调查结果采用
)3))$/9"

统计学软件处理#职业倦怠各

维度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5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

水准
*

["9":

#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本次调查中#有
>"9/_

的实习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

怠#其中轻度倦怠的比率为
109$_

#中度倦怠为
#>91_

#重度

倦怠为
:9:_

)分别对施测对象的各种因素如医学专业及中

药学专业,实习时间,性别等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非医学专业

实习生发生职业倦怠的比例为
:>9!_

(医学专业的实习生发

生职业倦怠的比例为
>>9!_

(实习时长不超过
%

个月的职业

倦怠发生率为
%%9"_

#

&

%

个月者发生率发生为
>%9/_

#二者

差异统计学有统计学意义$

!

$

"9":

%)男生发生职业倦怠的

比例为
%19!_

#女生则为
>19!_

#二者差异无经统计学意义

$

!

&

"9":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专业"实习时间的实习生职业倦怠检出率比较(

&

&

_

')

项目 零倦怠 轻度倦怠 中度倦怠 重度倦怠
%

#

!

性别 男生
#%

$

1%9%

%

#$

$

#/9%

%

$/

$

#%90

%

:

$

>9"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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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
:0

$

#%9%

%

0/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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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

09#

%

专业 医学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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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

$

1#90

%

$%

$

09#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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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
!"

$

!#9%

%

1/

$

!$9:

%

$:

$

$%9"

%

"

$

"9"

%

实习时间
(

%

个月
:!

$

1!9"

%

%1

$

1/9%

%

1%

$

##9%

%

%

$

190

%

>9/>:

$

"9":

&

%

个月
1"

$

#19$

%

!>

$

1%9#

%

!1

$

119$

%

$"

$

>9>

%

/9/

!

在职业倦怠
1

个维度中#出现情绪衰竭者占
#%9#_

#出

现人格解体者占
#%9>_

#出现成就感下降者占
%"9:_

)在
>$

名出现轻度倦怠的医学实习生中#耗竭分数不低于
#:

分者有

$!

名#占
$/9>_

#人格解体分数不低于
$$

分者有
$1

名#占

$091_

#成就感降低分数不低于
$%

分者有
!!

名#占
%#_

)在

%!

名中度倦怠的医学实习生中#有
%91_

的受试者耗竭分数及

人格解体分数均高于临界值#

#%9%_

的受试者耗竭分数和成就

感降低分数高于临界值#而有
%>9#_

的受试人格解体及成就

感降低分数均高于临界值)在职业倦怠
1

个维度的比较中#采

用配对样本
5

检验#女生在人格解体及成就感降低
#

个维度上

-

10#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I(?L<AFG

!

U6Q?MI?B#"$:

!

V6A9$#

!

U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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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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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要高于男生#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医学

专业的实习生在情绪衰竭维度上得分要高于中药学专业实习

生(实习时间超过
%

个月者在情绪衰竭维度上的得分要高于实

习时间不超过
%

个月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9"$

%)见

表
#

)

表
#

!

职业倦怠
1

个维度的比较&

DT@

+分'

项目 情绪衰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降低

性别 男生
$09!%"T%90"/ $"9/!"T:9/$0 $:9"!"T%9:/:

女生
$>9/$"T>91"0 $>9/$"T>91"0

--

$%901"T%9$$1

-

专业 医学
#"9":"T%9/!% $"9$1"T:9"1> $>9!:"T%91#!

中药学
$!9"$"T:9/##

.

/9#0"T!90/0 $!9#$"T:9:00

实习时间
(

%

个月
$%9$1"T%900> $"9"#"T:9#1# $:9!:"T%9""0

&

%

个月
#"9!%"T%90:"

#

/9%>"T!9>1: $>9:1"T%9!$%

!!

注!与男生比较#

-

!

$

"9":

#

--

!

$

"9"$

(与医学专业实习生比

较#

.

!

$

"9"$

(与实习时间
(

%

个月者比较#

#

!

$

"9"$

)

'

!

讨
!!

论

情绪能力$

W<

%的概念最早由
)EEBGF

提出#是指一种情绪

胜任力#是自我效能在有情绪诱发的社会交往中的体现*

%

+

)有

学者提出情绪能力是培养个体适应性的基本能力#国外有相关

研究表明高
W<

的教师可以较好地处理情绪#控制压力#减少

职业倦怠#提高工作满意度)何安明采用自编问卷探索教师内

省情绪智力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发现
W<

对教师职业倦怠具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

)国外有研究认为情绪能力可增加个

体心理弹性#促使个体降低自身的压力感#减少倦怠的发生)

本研究以中医院校不同专业的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了解其职

业倦怠发生的情况)其中情绪衰竭是职业倦怠最明显也是最

重要的表现#指个体对于工作缺乏热情和冲劲#易出现工作紧

张和害怕的情况*

0

+

)本研究中#有
#%9#_

的医学实习生出现

了情绪衰竭)且医学专业实习生的情绪衰竭分值明显高于中

药学专业实习生)而实习时间不同也对情绪衰竭产生影响#实

习时间超过
%

个月者情绪衰竭分值明显高于实习时间不超过

%

个月者)其原因或为医学实习生在医院中#面对医疗工易作

产生紧张的情绪体验,医患沟通不畅导致的心理压力以及自身

知识结构欠完善的焦虑#疾病诊治过程中未能给予其参与的失

落感甚至带教老师角色的失当等等皆可能是其情绪衰竭的重

要影响因素)而具有高社会情绪能力的实习生则可以较好的

应对以上问题#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

职业倦怠中的人格解体维度是指个体刻意疏远工作及相

关工作人员#对待工作不细心#不投入#总是很被动地完成分内

工作#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

+

(本研究中有
#%9>_

的医学生在

人格解体维度上的得分高于临界值#女生的得分要明显高于男

生(而出现成就感下降者比例高达
%"9:_

#个人成就感降低的

表现比较复杂#有时候是自责#有时候是丧失自尊心或者自信

心*

/

+

)女生在此维度上的得分高于男生#二者间有统计学差

异)从情绪管理能力方面来分析#女生情绪管理技能相对较

低#故而在实习过程中更容易接受或体会到挫败,愤怒或内疚

等负面情绪#降低了自我效能感#较男生更易产生职业倦怠)

情绪管理能力的
:

个主要方面包括控制消极发泄能力,积极补

救能力,理智调控情绪能力,控制消极暗示能力,寻求外界支持

的能力)有研究表明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控制消极发泄的情绪

管理能力相对较好#而积极补救能力,控制消极暗示能力和寻

求外界支持能力都较差*

$"

+

)作为医学实习生#面对当前紧张

的医疗关系#尚能控制消极发泄能力#但因未能有效的寻求外

界支持#控制消极暗示能力#更易在实习过程中累及不良情绪#

随着实习时间的延长逐渐出现职业倦怠)同时也因为当前医

疗纠纷频发#教学医院及带教老师为规避医疗风险限制了医学

生参与诊疗工作的范围#而患者也往往对实习生表现出不信任

和抗拒#诸多因素均可诱发医学实习生职业倦怠的出现)

医生的职业生涯始于实习生阶段#此期若未能处理好职业

倦怠#或可影响今后的职业规划#对其事业长期的发展产生不

良影响)针对目前实习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的职业倦怠问题#有

多方面的原因!学校,医院,学生自身因素,社会及医疗环境等

等#高等医学院校可从完善知识结构入手#在教学计划中适量

增加普通心理学,心理健康,心理咨询,人际交往和沟通等课程

内容#让人本意识植根于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中#这是防止未来

出现职业倦怠的认知基础)对于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医学生

不仅要注意其临床技能的培训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还应该重视

情绪能力的培养#因为具备
W<

的个体具有较高的情绪调节能

力#他会采用大量的策略来减少或修正不良情绪#保持积极的

情绪来应对周围的变化)而广泛的兴趣爱好,良好的健康状况

以及对各种活动的积极参与也对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存在显

著的影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控制消极暗示能力和积极补救能

力)当面对困境时#他们更倾向于积极面对#努力寻求外界的

支持和帮助#减少不良情绪的困扰和累积)而医院方面应注重

带教方式#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让实习生参与到诊疗工

作中#提升其职业成就感#给予实习生足够的重视#从执业水平

和职业道德等各方面加以培训和指导#让其能有正确的职业定

位)还可通过一些相关的培训帮助医学生有效安排时间#掌握

人际交往技能和医患沟通技巧#最终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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