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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学院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刘　霞１　张跃兵２△　李志莹１

（１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１３；２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济宁 ２７２０５１）

　　摘　要　目的　了解医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情绪的关系，并探讨影响医学生焦虑情绪的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通过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ＡＴＭＤ）、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对某医学院７１８名医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２３５名（３２．７％）医学生存在焦虑倾向，不同性别、户籍、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特征的医
学生ＡＴＭ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医学生ＡＴＭＤ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 ＳＡＳ得分均呈负相关（ｒ＝
－０．２４６～－０．１５２，Ｐ＜０．０５）。以ＳＡＳ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性别、年级、时间效能感３个变
量对焦虑得分影响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生、高年级学生焦虑得分较高，时间效能感得分越高，焦虑得分
越低。结论　医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情绪呈负相关，学校和社会对男生、高年级学生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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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管理倾向指个体在理解时间的功能、价值
及运用时间的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包括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感和时间效能感３个方
面［１］。大学时期是由青少年向成年转变的关键阶

段，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

步，有良好时间管理倾向的大学生，对自己学习和

生活中各项任务都有良好的规划，可以提高时间利

用效率，能够体验到成功与满足，而时间管理能力

较差的大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目标不清晰，往往

不能及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较容易产生失眠、焦

虑、抑郁等身心健康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和生活。

焦虑是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或威胁所

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

态［２］。大学生面对人际关系、生活环境、学业就业

等多方面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发生率较高［３４］，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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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医学生，其专业课程较多，学业任务较重，比非

医学生存在更多心理问题［５］。本文以某医学院学

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医学生时间管理和焦虑情绪之

间的关系，为改善其焦虑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年３月，以某医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采

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大一到大五各年级随机

抽取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 ７５０份，有效问卷
７１８份，有效率为 ９５．７％。７１８名医学生中男生
３００人（４１．８％），女生４１８人（５８．２％）；独生子女
３１６人（４４．０％），非独生子女４０２人（５６．０％），年
龄范围为１７～２５岁，平均年龄为（２０．３８±２．０７）
岁；大一１６１人（２２．４％），大二１６１人（２２．４％），
大三２０８人（２９．０％），大四１１７人（１６．３％），大五
７１人（９．９％）；临床医学３１７人（４４．２％），精神卫
生１２９人（１８．１％），预防医学１６３人（２２．６％），中
西医临床医学专业１０９人（１５．２％）。
１．２　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内容包括基本

情况（性别、年级、户籍、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

状况等）、采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ＴＭＤ）评定医
学生时间管理倾向、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评定医学生焦虑情绪。
１．２．１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该量表由黄希

庭等［６］编制，包括４４个条目，根据被调查者符合的
程度，每个条目采用５级评分（１～５分），包括时间
价值感、时间监控感、时间效能感３个维度，得分越
高，表示时间管理能力越好。该量表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 ０．６１～０．８１，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７１～０．８５。

１．２．２　焦虑自评量表　包括２０个条目，每个条目
采用４级评分（１～４分），焦虑粗分 ×１．２５取整数
部分为标准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情绪越严重，以

标准分≥５０作为判断焦虑倾向的分界值［７］。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录入数据，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ｔ检验、方差分析、相关
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医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和焦虑得分比
较

不同性别、户籍、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特征的

医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男

生焦虑得分高于女生（Ｐ＜０．０５），不同年级焦虑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ＳＮＫｑ检验
进行多重比较，其中大四学生得分高于大一、大二、

大三、大五学生得分（Ｐ＜０．０５），其他各年级间得
分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不同特征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焦虑得分比较（珋ｘ±ｓ）

特征 ｎ
ＡＴＭＤ

时间价值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管理总分
ＳＡＳ标准分

性别

　　男 ３００ ３４．９４±７．８２ ３３．２６±６．２５ ７７．００±１３．９７ １４５．２０±２５．８８ ４７．０７±１１．６５
　　女 ４１８ ３５．９０±６．４５ ３４．０７±５．８１ ７７．０５±１２．４１ １４７．０２±２２．５１ ４４．９３±１０．１５
　　ｔ － １．７５７ １．７７８ ０．０４７ ０．９８２ ２．５５５
　　Ｐ －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６ ０．９６２ ０．３２７ ０．０１１
户籍

　　城镇 ３６０ ３５．１７±７．８９ ３３．４６±６．３６ ７６．２１±１３．５９ １４４．８３±２５．７７ ４５．４５±１０．８２
　　农村 ３５８ ３５．８４±６．１２ ３４．０１±５．６３ ７７．８５±１２．５１ １４７．７０±２１．９６ ４６．２０±１０．８７
　　ｔ － １．２６９ １．２２７ １．６９２ １．６０５ ０．９３１
　　Ｐ － ０．２０５ ０．２２０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９ ０．３５２
独生子女

　　是 ３１６ ３５．３１±７．７１ ３３．５２±６．３６ ７６．３８±１３．４６ １４５．２０±２５．４３ ４５．１５±１０．７３
　　否 ４０２ ３５．６５±６．５２ ３３．９０±５．７２ ７７．５４±１２．７６ １４７．０９±２２．７６ ４６．３５±１０．９２
　　ｔ － ０．６３６ ０．８３６ １．１８４ １．０３５ １．４７６
　　Ｐ － ０．５２５ ０．４０４ ０．２３７ ０．３０１ ０．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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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特征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焦虑得分比较（珋ｘ±ｓ）（续）

特征 ｎ
ＡＴＭＤ

时间价值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管理总分
ＳＡＳ标准分

年级

　　大一 １６１ ３５．２２±７．０１ ３３．９０±５．９３ ７８．２７±１３．２ １４７．３９±２４．３４ ４４．０９±１０．７８＃
　　大二 １６１ ３５．３４±６．７９ ３４．０１±５．４３ ７８．２２±１１．６８ １４７．５７±２２．０６ ４５．３０±１０．４７＃
　　大三 ２０８ ３５．５３±６．９４ ３３．２４±５．９１ ７５．７８±１３．０４ １４４．５５±２３．１９ ４６．５６±１０．５６＃
　　大四 １１７ ３５．１１±７．３５ ３３．１１±６．２６ ７６．０９±１３．７５ １４４．３２±２５．３５ ４８．８４±１１．２９
　　大五 ７１ ３７．０６±７．６７ ３５．１８±７．０６ ７６．６８±１４．５６ １４８．９２±２７．１６ ４３．８０±１０．９０＃
　　Ｆ － １．０３５ １．８２８ １．３３７ ０．８８５ ４．３１２
　　Ｐ － ０．３８８ ０．１２２ ０．２５５ ０．４７３ ０．００２
家庭月收入（元）

　　０～ ８５ ３６．２５±６．４１ ３４．０７±５．５９ ７８．７１±１２．８３ １４９．０２±２３．３４ ４７．０１±１１．０７
　　２０００～ ２９７ ３５．６７±６．７０ ３３．７４±６．０１ ７６．４２±１３．１０ １４５．８４±２３．３８ ４６．０９±１０．８１
　　５０００～ ２３５ ３４．９１±７．２９ ３３．３７±５．８６ ７６．３５±１２．８５ １４４．６４±２３．５７ ４５．４０±１０．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 ３５．７２±８．０６ ３４．２４±６．６６ ７８．９７±１３．５８ １４８．９３±２６．９２ ４５．０１±１１．３８
　　Ｆ － ０．９４７ ０．６０５ １．６３６ １．１８３ ０．７０６
　　Ｐ － ０．４１８ ０．６１２ ０．１８０ ０．３１５ ０．５４８

　　注：与大四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焦虑得分与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得分的相关
性分析

医学生时间管理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焦虑得

分均呈负相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焦虑得分与时间管理倾向

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

量表 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总分

焦虑 －０．１５２ －０．１７９ －０．２４６ －０．２０４

　　备注：Ｐ＜０．０５

２．３　医学生焦虑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焦虑得分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

学意义的性别、年级因素和时间管理各维度得分作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中，男生时间

效能感得分越高，焦虑得分越低；单因素分析发现，

大四学生焦虑得分高于其他年级，因此把大四年级

看作参照组，年级设置成哑变量，大四学生焦虑得

分高于大一、大二、大三、大五各年级学生得分。见

表３。

表３　医学生焦虑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ｂ ｓｂ ｂ＇ ｔ Ｐ
常数 ６５．５８８ ２．６１０ ２５．１２７ ０．０００
时间效能感 －０．４１８ ０．０６５ －０．２３１ －６．４０５ ０．０００
男生（参照组）

女生 －１．８６１ ０．７９５ －０．０８５ －２．３４１ ０．０２０
大四（参照组）

大一 －４．５５５ １．２６７ －０．１７５ －３．５９４ ０．０００
大二 －２．９８８ １．２６８ －０．１１５ －２．３５６ ０．０１９
大三 －２．２３１ １．２０３ －０．０９３ －１．８５４ ０．０６４
大五 －４．０２７ １．５７３ －０．１１１ －２．５６１ ０．０１１

３　讨论

大学生通过有效的时间管理和掌控，能够及时

完成工作学习中的各项任务，达到预期目标，可获

得外界和自我肯定，减少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体

验；而时间管理能力较差的大学生大多数没有意识

到时间的珍贵，不能合理地安排时间，往往因为时

间的不合理运用导致任务或计划的拖延，因此，产

生更多的焦虑情绪。范红霞等［８］研究证实，通过

训练时间管理倾向，可以减少焦虑体验，提高主观

幸福感，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中 ２３５名
（３２．７％）医学生存在焦虑倾向，这提示当前医学
生焦虑问题较普遍，学校和社会应及时发现、高度

重视，对有焦虑倾向的大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

医学生时间管理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焦虑得分均

呈负相关，说明善于管理、利用自己时间的大学生，

其焦虑程度低［９１０］。

本研究中，男生焦虑得分高于女生，可能因为

社会和家庭对男生的定位和期望更高，而男生学习

态度和积极性不如女生，相对更加贪玩，女生学习

态度更认真，知识掌握更扎实，而且相对更容易倾

诉和表达，更多会选择向他人求助，男生则不太表

达情绪，更倾向于消极处理，更易产生自责心理，因

此，男生焦虑情绪更加明显。

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都显示，大四学生焦虑得

分不仅高于低年级学生，而且高于大五的学生。郑

世华、赵川等［１１１３］研究发现高年级大学生焦虑得

分高于低年级，与本次研究不完全一致。这可能由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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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四学生面对较多的医学专业课程，学习任务较

集中，容易感受到较大的学习压力；另外，大四学生

已经处于研究生备考复习阶段，其焦虑紧张的备考

氛围，导致大四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紧迫感。而大五

的学生焦虑体验之所以低于大四学生，可能一方面

由于本次调查是在３～４月份进行，大五学生已经
历考研，考试焦虑明显降低；另一方面，该时期学生

主要处于毕业实习阶段，毕业前的规划逐渐清晰，

因此焦虑情绪逐渐缓解。

时间效能感是制约时间监控的重要因素，是个

体对自己驾驭时间的信念和预期，反映了个体对自

身时间管理能力的估计和信心［１］。本研究回归分

析显示，时间效能感得分越高，焦虑得分越低。有

研究显示，时间监控观和时间价值观通过时间效能

感间接影响焦虑［１４］。因此，通过提高大学生对时

间管理的认知和信心，培养他们制定短期和长期目

标，可提高大学生时间管理的能力，从而减缓焦虑

情绪。

综上所述，某医学院学生焦虑问题较普遍，尤

其要关注男生、高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时间

管理倾向与医学生焦虑情绪相关，可以开展针对医

学生时间管理能力的指导工作，加强其对时间价值

的认识，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培养学生管理时间的

能力，从而改善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培养救

死扶伤的医学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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