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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9 =4 对象4 011@ 6 011D 宁波某职业技术学院临近毕业和在我

院实习的某卫校男护生共 D1 名作为调查组，入组者既往无精

神病史，无智能障碍，检查合作，年龄 =3 O 00（0=9 D0 P 19 00）

岁，均为中专9 对照组女护生 2= 名，对照组其他专业男医学

生 @1 名，这些学生均来自同一职业技术学院，既往精神、智能

均无障碍，检查合作9 对照组同调查组的学生，在年龄、学历、

教育背景均无显著差异9
=9 04 方法4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JKL>?1）进行评分［=］9 该量

表由 ?1 个项目组成，包括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 ? 个因子，每个项目采用 A
级评分（从无 Q 1，轻度 Q =，中度 Q 0，偏重 Q @，严重 Q D），因子

分为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除以组成某一因子的项目

数9 发放 量 表 =D= 份，回 收 有 效 量 表 =D= 份，有 效 回 收 率

=11R 9

%$ 结果$ 男护生的 JKL>?1 因子分与国内常模相比，除焦虑

分男护生明显低于国内常模且有统计学显著性外，其他各因

子分无统计学显著差异；与女护生比较，除人际关系、敌对、偏

执 @ 项因子分两组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外，其他各项因子分均

明显降低；与他男生相比发现，男护生的抑郁、恐惧、精神病性

@ 项因子分明显降低（表 =）9

&$ 讨论$ 我们调查表明，男护生同全国常模和其他同校的对

照组相比较，某些因子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男护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良好9 一般来说男生选择护理专业，最初都是不自

愿的［0］，因此，学校对这些学生实施的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本调查对象所在的学校为了使男护生能安心所学专业，

表 =4 男护生 JKL>?1 各因子分与国内常模、女护生和其他男

医学生对比 （! " #）

项目
男护生

（$ Q D1）
国内常模

（$ Q =@31）
女护生

（$ Q 2=）
其他男医

学生（$ Q @1）

躯体化 =9 @@ P 19 A0 =9 @2 P 19 D3 =9 AD P 19 @A8 =9 0B P 19 @A

强迫 =9 AA P 19 @@ =9 B2 P 19 A3 =9 2B P 19 A?8 =9 2B P 19 A?

人际关系 =9 A= P 19 D= =9 BA P 19 A= =9 B2 P 19 B08 =9 B2 P 19 B0

抑郁 =9 @B P 19 @B =9 A1 P 19 A? =9 B2 P 19 A?I =9 B2 P 19 A?I

焦虑 =9 0@ P 19 0B =9 @? P 19 D@I =9 AB P 19 A1I =9 AB P 19 A

敌对 =9 D@ P 19 D? =9 D3 P 19 AB =9 D? P 19 A0 =9 D? P 19 A0

恐惧 =9 =2 P 19 00 =9 0@ P 19 D= =9 DB P 19 DAI =9 DB P 19 DAI

偏执 =9 D1 P 19 @? =9 D@ P 19 A2 =9 AD P 19 A0 =9 AD P 19 A0

精神病性 =9 0D P 19 0? =9 0? P 19 D0 =9 DA P 19 DBI =9 DA P 19 DBI

8%! 19 1A，8%! 19 1= &# 男护生9

对他们的教育在各方面进行了重点安排，从而增强了学生对

护理专业的认同度，并对自身的优势有了一个充分的认知，稳

定了专业思想9 社会的接纳关注：除学校的引导性教育外，社

会对男护士这一职业抱于积极的态度，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关

怀，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男护生的职业信

心和社会支持力度，从而使他们减少了因职业偏见造成的心

理问题9 自我认同对于男护生的职业自信心建立起到关键的

作用，因此，一旦男护生充分认识到自身和女生相比具有心理

和生理上的优势时，他们的职业价值感就会增强，就能更好的

调整自已的职业心态9 调查发现对照组的焦虑、抑郁、恐惧、

精神病性等因子分反而比调查组高，这除了性别的差异外，还

可能同现实的就业状况有关，现在中专医学生就业状况不良，

职业前景不乐观，而男护士却在用人单位受欢迎，这也是造成

校男护生积极乐观的一个因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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