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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期间麻醉学专业医学研究生的学习、职业发展及心理状态ꎮ
方法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对北京、上海及成都的麻醉学专业研究生进行调查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通过微信平台将问卷发

送至参与调查的研究生手机ꎬ系统自动记录答卷情况ꎮ 结果 共 ２２２ 名麻醉专业研究生参与调查ꎮ 其中ꎬ对通过网

络课程自主学习效果满意的学生人数占 ５２ ７％ꎬ认为自己如期毕业受到负面影响的学生人数占 ３７ ８４％ꎮ ７６ ９２％
的学生认为与线上面试相比自己更适应线下面试ꎬ５４ ９５％的学生所在学校提供了疫情相关心理疏导帮助ꎮ 结论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ꎬ医学院校在保证研究生按期完成学习、科研任务ꎬ确保学生心理健康及顺利就业方

面做出采取了诸多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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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７)

　 　 ２０１９ 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ＣＯＶＩＤ￣１９ꎬ简称新冠肺炎)是自 ２００３ 年

以来最大的肺炎疫情ꎮ 自 ２０１９ 年底ꎬ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例数

在武汉和全国各省市迅速上升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世
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列为全球公

共卫生紧急情况[１]ꎮ 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
学生因居家隔离延迟复学ꎬ长达数月的隔离时间使

得学生无法在学校及医院完成学习及研究任务ꎬ只
能通过网络课程进行学习并完成科研相关任务ꎬ但
是其效果如何尚未可知ꎮ 与此同时ꎬ隔离期间适逢

毕业生就业招聘的关键时期ꎬ部分学生的应聘、就业

等也受到一定影响ꎮ 在应对疫情的压力的同时ꎬ居
家隔离活动空间有限以及与人交流受限等因素对学

生心理状态的影响也值得关注ꎮ 有鉴于此ꎬ本研究

旨在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ꎬ收集麻醉学专业研

究生相关数据ꎬ并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和分析ꎬ探
讨新冠肺炎疫情对麻醉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职业

发展及其心理状态的影响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对地处北京、上海及四川的麻醉

学专业研究生进行调查ꎬ其中男生 ５５ 人(２４ ８％)ꎬ
女 生 １６７ 人 ( ７５ ２％)ꎻ 硕 士 研 究 生 １９０ 人

(８５ ６％)ꎬ博士研究生 ３２ 人(１４ ４％)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方法:参考既往疫情期间相关调查问卷

及网络学习调查问卷ꎬ并根据调查期间疫情形势设计

调查问卷ꎬ通过微信平台将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发送

至参与调查的研究生手机ꎮ 每个手机 ＩＰ 仅能完成 １
次调查ꎬ以避免重复答卷ꎮ 系统自动记录答卷情况ꎮ
本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２２２ 份ꎬ回收 ２２２ 份ꎬ有效率

１００％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１ ２ ２　 调查内容:问卷形式为选择题ꎬ分为 ３ 部分ꎬ
第一部分为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ꎬ第二部分为疫情

对职业发展的影响ꎬ第三部分为疫情期间的心理

状态ꎮ

２　 结果

２ １　 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习情况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ꎬ接受问

卷调查的学生中ꎬ共 １９３ 人(８６ ９４％)在家进行隔

离ꎬ１６ 人(７ ２１％)在学校进行隔离ꎬ１３ 人(５ ８６％)
在轮转单位进行隔离ꎮ 其中ꎬ１７６ 人(７９ ２８％)认为

学校提供的网络学习资源丰富ꎬ可以满足自己的学

习需求ꎮ 在实际使用在线课程学习的时候ꎬ１１７ 人

(５２ ７％)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表示满意ꎮ 在自我管理

方面ꎬ有 １１６ 人(５２ ２５％)认为自己在使用在线课程

学习时没有很强的自控力ꎬ１２４ 人(５５ ８６％)认为自己

无法合理地制定学习计划并实施ꎮ 在课题进展方面ꎬ
疫情期间学生所在课题组可如期召开网络组会的有

１１４ 人(５１ ３５％)ꎬ可通过网络与导师进行沟通交流的

学生有 １６１ 人(７２ ５２％)ꎮ 导师对学生提供的帮助包

括:指导制定在线学习与研究计划(６９ ３７％)ꎬ推荐优

质的专业学习与研究资源(４９ １％)ꎬ对学位论文进行

指导(４９ ５５％)ꎬ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和身心健康

(７３ ４２％)ꎮ 疫情期间ꎬ课题进展受到负面影响的

学生有 ９４ 人(４２ ３４％)ꎬ如期毕业受到负面影响的

学生有 ８４ 人(３７ ８４％)ꎮ
２ ２　 疫情对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中ꎬ今年有就业计划的

学生有 ３９ 人(１７ ５７％)ꎮ 疫情期间ꎬ接收到学校提

供的就业招聘相关信息的学生有 ３３ 人(８４ ６２％)ꎬ
接受了学校线上面试相关辅导的学生有 ２３ 人

(５８ ９７％)ꎮ 与线上面试相比ꎬ更适应线下面试的

学生有 ３０ 人(７６ ９２％)ꎮ
２ ３　 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心理情况

疫情期间ꎬ经常感到烦躁恐慌、过度担心自己和

身边人健康情况的学生有 ２５ 人(１１ ２６％)ꎻ认为疫

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造成负面影响的有 ３５ 人

(１５ ７６％)ꎻ疫情期间经常感到情绪低落ꎬ没有精

神ꎬ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学生有 ３２ 人

(１４ ４２％)ꎻ学校提供了疫情相关心理疏导帮助的

有 １２２ 人(５４ ９５％)ꎮ

３　 讨论

因防控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需要ꎬ学校延

期开学ꎬ疫情期间学生最主要的学习形式是网课学

习ꎬ然而在实际网络学习时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

自己的学习效果不理想ꎮ 学习方式可分为深度学习

与表面学习ꎬ深度学习可将信息整合并深度理解ꎬ学
习效果更佳[２]ꎮ 网络学习的学习方式与学习环

２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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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３]、用户友好度以及课程设置相关[４]ꎮ 此外ꎬ可
通过提高参与度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ꎬ促使其获得

更好的学习效果[５]ꎮ
此次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也对毕业生的

就业面试造成了影响ꎬ但由于医院招聘一般启动较

早ꎬ医学毕业生的面试求职受到实际影响相对较小ꎮ
然而鉴于短期内疫情防控仍不能放松ꎬ且此次疫情

促进了线上视频会议的发展ꎬ未来线上面试可能成

为与线下面试并存的形式ꎮ 因此ꎬ未来对毕业生进

行线上面试辅导也是需要纳入就业辅导的一项

工作ꎮ
疫情期间ꎬ恐慌与焦虑在人群中蔓延ꎬ寻求心理

援助的人数明显上升[６]ꎮ 在一项疫情初期的中国

居民心理调查中ꎬ有超过半数的参与者受到了中重

度的负面心理影响ꎬ其中学生群体的压力、焦虑及抑

郁程度更高[７]ꎮ 但在本次调查中ꎬ出现负面心理的

学生比例仅为 １０％ ~ ２０％ꎬ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医

学生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有更理性的认知ꎻ另一方面

可能是大多学校提供了疫情相关心理疏导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对 ３ 个城市的麻醉学专

业研究生进行了调查ꎬ未包括其他地区以及其他专

业研究生ꎬ样本量有限ꎬ而且未对学生具体所在地区

进行统计ꎬ当地受疫情影响程度可能各有不同ꎮ 本

研究的结局指标并非麻醉专业所特有ꎬ因此对其他

专业研究生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ꎮ 但由于这 ３ 个城

市的医学院校教学水平较高ꎬ各类资源更加丰富ꎬ对
于一般医学院校以及其他专业研究生的推广性

有限ꎮ
本研究显示ꎬ在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初

期ꎬ北京、上海和成都 ３ 个城市接受调查的麻醉专

业研究生所在医学院校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确保其

在能够按期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ꎻ绝大部分学生

接受了必要的就业辅导和心理疏导ꎮ 这可为未来

麻醉学研究生远程网络教学、就业辅导及心理疏

导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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