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２１Ｑ
１９５）

△［通信作者］扶长青，Ｅｍａｉｌ：ｆｃｑ２０１７１２２８＠１６３．ｃｏｍ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第４５卷第５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０

某医学院校学生学校适应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高　斌１　扶长青２△　陈端颖２

（１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２湖北医药学院，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分析医学院校学生学校适应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采取早期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２０２１
年１１月，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取样，使用手机成瘾量表、亲子依恋量表、学校归属感量表、学校适应量表，对某全
日制医学院校６３８名医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医学生学校适应得分为（３．８１±０．５５）分，男生的人际适应高于女
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４２３，Ｐ＜０．０５）；回归分析显示，手机成瘾可以负向预测学校适应（β＝－０．１７，Ｐ＜
０００１），亲子依恋正向预测学校适应（β＝０．０９，Ｐ＜０．００１），学校归属感正向预测学校适应（β＝０．７１，Ｐ＜０．００１）；
中介分析结果显示，亲子依恋和学校归属感在手机成瘾与学校适应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７．１４％。结论　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和学校归属感是影响医学生学校适应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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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背景下愉快地参与
学校活动并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获得学业成功的

状况［１］。事实上，大学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新生第一年的经历，新生学校适应的好坏不仅影

响其大学阶段的学习，更会影响其毕业后的工作和

生活［２３］。研究发现，大一新生在入学３个月以内，
在学习适应、人际适应、情绪适应等方面适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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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４］，因此，需要对大一新生的学校适应予以重

视［５］。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学生使用手机对学

校管理和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诸多挑战。近年来，

随着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性日益提高，高校里低头

玩手机的现象越来越常见，这对大学生的学校适应

造成了严重干扰。医学生是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

主力军，如果无法适应学校生活，不仅影响自身的

心理健康［６］，还可能影响其专业承诺［７］、学业成绩

以及学业倦怠水平［８］。本研究于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对
某医学院校的学生进行调查，旨在探讨医学生学校

适应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采取早期干预措施促进

医学生的学校适应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法，在某两所全日制医学院

校选取７３０名在校医学新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回
收有效问卷６３８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８７．４％，其
中，男生有３２８人，女生３１０人；农村生源 ４９０人，
城镇生源１４８人；普通本科院校 ４５０人，双一流高
校１８８人，年龄１７～２０岁（１８．２５±０．５５）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
施测，由心理健康老师担任主试，采用统一的指导

语，在班会或者课堂上完成匿名测试，测试时间约

１０ｍｉｎ，测试结束后当场回收数据，并随后对数据进
行整理，剔除空白问卷和无效问卷。

１．２．２　调查工具　１）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采用
由熊婕等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９］，一

共１６个条目，包含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
和心境改变４个维度，采用５点计分（１＝非常不符
合，５＝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示手机成瘾越严
重。本研究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９。

２）亲子依恋量表。采用王树青等亲子依恋量
表［１０］，一共１０个题目，包括 ３个维度：沟通、信任
和疏离，采用５点计分（１＝非常不符合，５＝非常符
合），依据被试在 ３个分量表的得分（信任加沟通
再减去疏离分）可以算出亲子依恋质量总分，分数

越高代表亲子依恋质量越高。本研究该量表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４。

３）学校归属感量表。采用Ｃｈｅｕｎｇ等修订的学
校归属感问卷［１１］，该问卷在以往研究中信效度良

好［１２］，一共由１８个项目组成，包括对学校的抵制
感与学校归属感２个维度。采用６点记分方法（１
＝完全不同意，６＝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学校
归属感越强。本研究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９。

４）学校适应量表。采用欧阳娟编制的中国大
学新生适应性量表［１３］，一共 ３６个条目，分为人际
适应、总体评价、情绪适应、学习适应和对大学的认

可度５个维度，采用５点计分（１＝非常不符合，５＝
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学校适应水平越

好。本研究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或
方差分析比较调查对象学校适应的组间差异；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各因素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关系；
利用线性回归分析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考察各因素对
学校适应的影响，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６３８名医学生的学校适应得分为（３．８１±０．５５）

分。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适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ｔ＝２．４２３，Ｐ＜０．０５），不同生源地医学生的学校
适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医学生学校适应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因素 ｎ 学校适应 总体评价 情绪适应 学习适应 人际适应 认可度

性别

　　男生 ３２８ ３．８１±０．５４ ３．６８±０．７１ ３．４７±０．７９ ３．６２±０．７１ ４．３１±０．５６ ３．９７±０．６８
　　女生 ３１０ ３．８０±０．５５ ３．６９±０．６７ ３．４５±０．８４ ３．５４±０．６９ ４．１９±０．６１ ４．０４±０．６５
　　 ｔ ０．４６９ －０．２５２ ０．４２２ １．４５９ ２．４２３ －１．３４２
　　 Ｐ ０．６３９ ０．８０１ ０．６７３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０
生源地

　　城镇 １４８ ３．８１±０．５６ ３．７１±０．７１ ３．４６±０．８１ ３．５７±０．７１ ４．２４±０．５８ ４．０１±０．６８
　　农村 ４９０ ３．８０±０．５２ ３．６３±０．６５ ３．４５±０．８４ ３．６３±０．６６ ４．２９±０．５９ ３．９９±０．６３
　　 ｔ ０．０３６ １．０３４ １．２０１ －０．８９１ －０．９７８ ０．２５０
　　 Ｐ ０．９７１ ０．３０２ ０．９０４ ０．３７３ ０．３２９ ０．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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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学校归属感与学校适应
的相关性分析

手机成瘾与学校适应呈负相关；亲子依恋、学

校归属感与学校适应呈正相关。见表２。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

得分（分，珋ｘ±ｓ） １ ２ ３ ４
１手机成瘾 ２．３６±０．７０ １
２亲子依恋 １．４２±１．４３ －０．２８ １
３学校归属感 ４．３３±０．７０ －０．３３ ０．４４ １
４学校适应 ３．８１±０．５５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７９ １

　　注：为Ｐ＜０．０１

２．３　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学校归属感与学校适应
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控制了性别、生源地、学校层次等变量之后，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如表 ３所示）：手机成瘾对大
学新生学校适应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０．１７，
Ｐ＜０．００１），手机成瘾负向预测亲子依恋和学校归
属感（β＝－０．２７，Ｐ＜０．００１；β＝－０．２２，Ｐ＜０．００１）；
亲子依恋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学校归属感（β＝０．３８，
Ｐ＜０．００１），而且正向预测学校适应（β＝０．０９，Ｐ＜
０．００１），学校归属感正向预测学校适应（β＝０．７１，
Ｐ＜０．００１）。

表３　学校适应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Ｒ Ｒ２ Ｆ β ｔ 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亲子依恋 手机成瘾 ０．３０ ０．０９ １５．０２ －０．２７ －６．９９ ＜０．００１
学校归属感 手机成瘾 ０．５０ ０．２５ ４１．１０ －０．２２ －６．０７ ＜０．００１

亲子依恋 ０．３８ １０．４５ ＜０．００１
学校适应 手机成瘾 ０．８２ ０．６７ ２１３．６５ －０．１７ －７．０７ ＜０．００１

亲子依恋 ０．０９ ３．４４ ＜０．００１
学校归属感 ０．７１ ２６．８３ ＜０．００１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如表 ４和图 １所
示）：亲子依恋和学校归属感在手机成瘾与学校适

应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０．２５，占
手机成瘾对学校适应的总效应（－０．４２）的 ５９．
５２％。具体而言，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
效应组成：１）通过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学校适
应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１；２）通过手机成瘾→学
校归属感→学校适应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２；３）
通过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学校归属感→学校适
应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３。三个间接效应依次
占总效应的４．７６％、１６．６７％和３８．０９％，它们各自
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ＣＩ均不包含０，因此这三条间接效
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表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路径 效应值 相对效应量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ＣＩ）
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学校适应 －０．０２ ４．７６％ ［－０．０４，－０．０１］
手机成瘾→学校归属感→学校适应 －０．１６ ３８．０９％ ［－０．２１，－０．１０］
手机成瘾→亲子依恋→学校归属感→学校适应 －０．０７ １６．６７％ ［－０．１０，－０．０５］
总间接效应 －０．２５ ５９．５２％ ［－０．２５，－０．１０］
直接效应 －０．１７ ４０．４８％ ［－０．２１，－０．１２］
总效应 －０．４２ １００％ ［－０．４９，－０．３５］

　　注：效应值和相对效应量在计算过程中保留两位小数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

图１　亲子依恋和学校归属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３　讨论

本文结果表明，手机成瘾对学校适应有显著负

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４１６］。究其

原因，众多研究表明，大学生过度使用手机会带来

一系列负面后果。具体而言，在学业领域，手机成

瘾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习投入［１７］，引起学业拖延和

学业倦怠［１８１９］。在情绪领域，手机成瘾能够诱发

大学生的抑郁和焦虑［２０］。在人际关系领域，手机

成瘾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正相关［２１］。此结果提示高

校需要引导大学新生正确并合理地使用手机，可以

在必要时候对手机成瘾的群体通过正念训练［２２］、

抑制控制［２３］以及团体心理辅导等方式进行干预，

从而减少大学生手机成瘾，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大

学生活。

亲子依恋和学校归属感可以正向预测学校适

应，这与以往研究相一致［２４２５］。亲子依恋、学校归

属感在手机成瘾和学校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这表明亲子依恋和学校归属感可以作为大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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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适应的保护性因素，针对上述结果，可以通过

依恋理论［２６］和人－情境交互作用理论［２７］进行解

释，具体而言，个体的亲子依恋质量越高，具有较高

的情绪调节能力［２８］，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越强。值

得注意的是，在学生与学校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所

体验到的学校归属感越强，对校园容易产生较强的

认同感，更专心投入学习以及发展出良好的人际关

系，从而提升学校适应水平［２９］。此外，亲子依恋和

学校归属感在手机成瘾与学校适应之间的链式中

介作用显著，这表明良好的亲子依恋水平有助于提

升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进而促进其学校适应水平。

综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医学

新生学校适应的影响因素，而且为有效促进大学新

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提供指导建议。具体而言，

学校应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帮助其改变消极的应对方式［３０］，大力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３１］，防止医学生过度使用手机，促进

医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进而为医学生快速适应大学

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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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网络使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Ｊ］．心理学报，
２０１５（５）：４７５９．ＤＯＩ：１０．３７２４７／ＳＰ．Ｊ．１０４１．２０１５．

００６１１．
［２７］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等．家庭环境、亲子依恋与

青少年网络成瘾［Ｊ］．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１３，２９（３）：
３０５３１１．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８７／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４９１８．２０１３．
０３．００８．

［２８］王玉龙，姚治红，姜金伟．农村留守儿童亲子依恋与
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留守时间的调节作用［Ｊ］．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５０５５３．ＤＯＩ：１０．
１６１２８／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５３６１１．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８．

［２９］彭丽娟，陈旭，雷鹏，等．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和学
校适应：集体自尊的中介作用［Ｊ］．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２）：２３７２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２８／ｊ．ｃｎｋｉ．
１００５３６１１．２０１２．０２．０３２．

［３０］梁三平，王芳芳．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应对方式
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０，
３０（３６）：４７５０．

［３１］王旭美，谢晖．医学本科生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学校
适应相关性分析［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３，３４（２）：
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３５／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３．
０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６０７）
（本文编辑：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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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李婷婷，郭磊，李帅，等．孤独症谱系障碍测评工具的

研究述评［Ｊ］．心理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９，７（２）：１０７
１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４２／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５５８８．２０１９．０２．
００５．

［１０］梁茂萍，陈绮琳，刘春华．茂名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
筛查情况分析［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８）：１１６４
１１６５．

［１１］丁宁，徐慧，沈蒶华，等．芜湖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谱
系障碍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Ｊ］．华南预防医
学，２０２１，４７（１１）：１３８４１３８７．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３／ｊ．ｓｃｊｐｎ．
２０２１．１３８４．

［１２］席文军，张慧，王宝珍，等．银川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
患病率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Ｊ］．宁夏医学杂志，

２０１９，４１（１）：５６５７．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２１／ｊ．１００１５９４９．
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５６．

［１３］ＥｌｓａｂｂａｇｈＭ．Ｌｉｎｋｉｎｇ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ａｕ
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ｓｔｈｅ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Ｊ］．ＢＭＪ，２０２０，３６８：ｌ６８８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ｂｍｊ．ｌ６８８０．

［１４］王芳，周文莉，徐辉．上海市长宁区儿童孤独症谱系
障碍早发现机制探讨［Ｊ］．上海预防医学，２０１７，５
（５）：３４０３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９４２８／ｊ．ｃｎｋｉ．ｓｊｐｍ．２０１７．０５．
００２．

［１５］刘颖，林尧，黄丽红．海口市学龄前儿童孤独症谱系
障碍筛查率及其影响因素［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８，
４５（１１）：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３２０）
（本文编辑：石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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