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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兰州市中学生
学医意向及相关因素

张珊珊，司夏樱，刘建斌*，王 昕，王 燕，叶兰仙，阎立新，李 玲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 兰州 730030

*通信作者：刘建斌，E-mail：526117812@qq. com）
【摘要】 目的　了解兰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局部暴发后中学生学医意向及其相关因素，以期为

中学生早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22年7月21日-31日对兰州市5所中学的1 795名

中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采用自编问卷收集中学生一般资料、是否存在学医意向及原因，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定

中学生心理弹性水平，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疫情局部暴发后中学生学医意向的相关因素。结果　兰州市COVID-19
疫情局部暴发后，有 835名（46. 52%）中学生有学医意向，有学医意向的原因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被疫情期间医务人员感动

（75. 69%）、对医学专业有兴趣（67. 31%）、疫情后国家更重视医学发展（43. 23%）。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1. 438，
P<0. 01）、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OR=1. 574，P<0. 01）、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分越高（OR=1. 011，P<0. 01）与中学生较高

的学医意向相关；高中生（OR=0. 473，P<0. 01）、所接收到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50%（OR=0. 797，P<0. 05）与中学生

较低的学医意向相关。结论　兰州市COVID-19疫情局部暴发后，中学生中有学医意向者占比较高。女性、有家人从事医疗

卫生行业、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中学生学医意向较高；高中生、接收到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高的中学生学医意向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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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ne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engage in medicin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Zhang Shanshan， Si Xiaying， Liu Jianbin*， Wang Xin， Wang Yan， Ye Lanxian， Yan Lixin， Li Ling

（Lanzhou University Second Hospital， Lanzhou　73003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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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engage in medicin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in Lanzhou，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arly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hoose 1 79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5 schools in Lanzhou from 
July 21 to July 31， 2022 for this study where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distributed to collect data.  A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gather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assess the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and seek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of students was assessed using Resil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The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scree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willingnes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engage in 
medicine. Results　After the local outbreak of COVID-19 in Lanzhou， 835 （46. 5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monstrated thei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and the top three reasons for their willingness were being affected by medical staff during the 
pandemic （75. 69%）， having interests in medical sciences （67. 31%）， and the potential increase of attention to national medic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epidemic （43. 23%）.  Logis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emale gender （OR=1. 438， P<0. 01）， family 
members engaged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OR=1. 574， P<0. 01） and having a hi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ore （OR=1. 011， 
P<0. 01） were related to the clea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while studying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OR=0. 473， P<0. 01） 
and excessive exposure （≥50%） to negativ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epidemic （OR=0. 797， P<0. 05） were related to declining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Conclusion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Lanzhou， a large proportion of local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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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show thei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especially among those of female gender， having family members engaged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and having high level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hereas students studying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and with excessive exposure to negativ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outbreak indicate low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COVID-19；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1］。由于本研究开展于 2022 年 7 月，故文中仍使

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名称。2022年 7月初，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甘肃省兰州

市局部暴发，因疫情防控需要，各中学停止线下教

学，学生居家防护，生活节奏被打乱。疫情期间频

频涌现出一线医务人员的感人事迹，同时也暴露出

当地医疗卫生行业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医学人

才的培养和储备是医学发展的有力保障，关系到健

康中国战略的落实［2］。对学生而言，其职业选择意

向是最终择业的内在动力［3］，而中学生作为医学生

的生源群体，其对医学专业的选择意向决定着他们

未来是否报考医学类专业以扩充医疗卫生人员队

伍。COVID-19疫情是一种急性、大规模、不可控制

的压力源，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4-5］。

心理弹性是使个体在面对压力、危机、逆境时采取

积极应对方式，进而减少负性情绪，实现良好适应

的能力和特质［6-7］。COVID-19 疫情带来的压力、医

务人员的奉献精神以及个体的内在心理特质都可

能影响中学生对未来职业的规划。故本研究通过

了解兰州市COVID-19疫情局部暴发后中学生的学

医意向及相关因素，以期为中学生早期职业生涯规

划教育提供参考，从而吸引更多的中学生报考医学

类专业，壮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以兰州市 5所中学，包括

省级示范性高中、普通高中及初中学校（兰州民族

中学、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兰州市第十九中学、兰

州市第四十八中学、兰州市第六十一中学）的学生

为研究对象。于2022年7月21日-31日通过问卷星

平台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电子问卷 1 808份，其中

有效问卷1 795份（99. 28%）。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中学生一般情况，包括年

龄、性别、学段、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

况、是否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以及兰州市此次

COVID-19疫情局部暴发期间所接收到疫情相关信

息中负面信息占比。

采用自编学医意向及原因调查问卷收集中学

生学医意向相关情况。首先对学医意向的概念进

行解释：未来愿意学习并报考医学类专业的意向。

问卷主要内容如下：本次兰州市 COVID-19 疫情局

部暴发后，您是否有学医意向以及相应的原因（原

因可选择1~3项，具体选项参见后文表1）。

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定中学生心理弹

性水平。该量表由胡月琴等［8］编制，共 27 个条目，

分为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及家

庭支持 5 个维度。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其中 12 个

条目为反向计分，将反向计分的条目评分进行正向

化处理，再计算各条目评分之和，总评分越高表明心

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781。
1. 3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各中学老

师在班级微信群内发送问卷二维码，学生通过识别

二维码，进入问卷作答页面后即可进行填写，并匿

名提交答卷。

1. 4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 20. 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

正态分布，以（
-x±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

组间比较依据数据类型采用 t检验或 χ2检验。采用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疫情局部暴发后中学

生有无学医意向的相关因素。检验水准α=0. 05，双
侧检验。

2 结  果  
2. 1　中学生一般资料及学医意向情况　

共 1 795 名中学生完成调查，其中男生 960 人

（53. 48%），女生 835 人（46. 52%）。中学生年龄

12~19岁。学段分布：初中 1 373人（76. 49%），其中

初 一 年 级 497 人（27. 69%），初 二 年 级 392 人

（21. 84%），初三年级 484 人（26. 96%）；高中 422 人

（23. 51%），其中高一年级 177人（9. 86%），高二年级

114人（6. 35%），高三年级131人（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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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兰州市 COVID-19 疫情局部暴发后，存在

学医意向者 835 人（46. 52%），无学医意向者 960 人

（53. 48%）。

2. 2　中学生有/无学医意向的原因　

兰州市COVID-19疫情局部暴发后，在 835名有

学医意向的中学生中，愿意学医的原因排名前三位

的 分 别 为 ：被 疫 情 期 间 医 务 人 员 感 动［632 人

（75. 69%）］、对医学专业有兴趣［562人（67. 31%）］、

疫情后国家更重视医学发展［361 人（43. 23%）］。

在 960 名无学医意向的中学生中，不愿学医的原因

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对医学专业缺乏兴趣［661人

（68. 85%）］、成 绩 不 够 好 ，担 心 考 不 上［404 人

（42. 08%）］、还有更好的选择［369 人（38. 44%）］。

见表1。
2. 3　有/无学医意向的中学生一般资料和青少年

心理韧性量表评分比较　

有学医意向的中学生和无学医意向的中学生

在年龄（t=4. 251）、学段（χ2=42. 334）、性别构成（χ2=
12. 707）、是 否 有 家 人 从 事 医 疗 卫 生 行 业（χ2=
11. 707）、疫 情 相 关 信 息 中 负 面 信 息 占 比（χ2=
14. 510）以及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分（t=-5. 169）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1）。见表2。

表1　中学生有/无学医意向的原因

Table 1　Reasons for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排　　序

1
2
3
4
5
6
7
8

有学医意向的原因

被疫情期间医务人员感动

对医学专业有兴趣

疫情后国家更重视医学发展

疫情暴发后人们对医学专业认可度高

就业前景好

从事医疗工作社会地位高

薪资待遇高

没有更好的选择

人数（%）

632（75. 69）
562（67. 31）
361（43. 23）
308（36. 89）
116（13. 89）

90（10. 78）
46（5. 51）
17（2. 04）

排　　序

1
2
3
4
5
6
7
8

无学医意向的原因

对医学专业缺乏兴趣

成绩不够好，担心考不上

还有更好的选择

工作强度大、压力大

医患关系紧张

疫情暴发时危险性高

不能按时下班，休息时间少

父母或家人反对

人数（%）

661（68. 85）
404（42. 08）
369（38. 44）
185（19. 27）

94（9. 79）
87（9. 06）
73（7. 60）
35（3. 65）

表2　有/无学医意向的中学生一般资料和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分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data and Resil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scores 
between students with or without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项　　目

年龄（岁）

性别［n（%）］

学段［n（%）］

民族［n（%）］

是否为独生子女［n（%）］

家庭经济状况［n（%）］

是否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n（%）］

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n（%）］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总评分（分）

男生

女生

初中

高中

汉族

少数民族

是

否

差

一般

良好

优越

是

否

<50%
≥50%

有学医意向组

（n=835）
14. 54±1. 76
409（42. 60）
426（51. 02）
697（50. 76）
138（32. 70）
733（47. 44）
102（40. 80）
270（44. 48）
565（47. 56）

50（53. 19）
550（45. 64）
224（47. 56）

11（44. 00）
294（52. 50）
541（43. 81）
550（50. 09）
285（40. 89）

98. 45±18. 13

无学医意向组

（n=960）
14. 88±1. 64
551（57. 40）
409（48. 98）
676（49. 24）
284（67. 30）
812（52. 56）
148（59. 20）
337（55. 52）
623（52. 44）

44（46. 81）
655（54. 36）
247（52. 44）

14（56. 00）
266（47. 50）
694（56. 19）
548（49. 91）
412（59. 11）

94. 12±17. 18

t/χ2

4. 251
12. 707

42. 334

3. 817

1. 530

2. 322

11. 707

14. 510

-5. 169

P

<0. 01
<0. 01

<0. 01

>0. 05

>0. 05

>0. 05

<0. 01

<0. 01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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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中学生有/无学医意向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性别、学段、是否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

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青少年心理韧性量

表评分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女性（OR=1. 438，P<0. 01）、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

业（OR=1. 574，P<0. 01）以及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

分高（OR=1. 011，P<0. 01）与中学生较高的学医意向

关联；学段为高中（OR=0. 473，P<0. 01）以及所接收

到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50%（OR=0. 797，
P<0. 05）与中学生较低的学医意向关联。见表3。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局部暴发后，中学生有学

医意向的原因排名前三位分别为：被疫情期间医务

人员感动、对医学专业有兴趣、疫情后国家更重视医

学发展。由此可知，“榜样”可能对中学生的学医意

向具有积极作用。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指出，

从动作的模拟到语言的掌握，从态度的习得到人格

的形成，都可以通过对榜样的观察和模仿加以完

成［9］。在青少年这一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和完

善的关键时期，积极、正面的榜样示范作用对青少

年人格形成及行为方式具有深远影响［10-11］。疫情期

间，一线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对中学生起

到了榜样示范作用，主流媒体对医护人员奉献精神

的宣传，毫无疑问是对其行为和职业的认同［12］，以

上均可能影响中学生学医意向。中学生无学医意

向的原因排序结果显示，对医学专业缺乏兴趣以及

成绩不够好可能是中学生不选择学医的关键。既

往研究［13-15］表明，对学科的兴趣是学生选择专业时

最主要考虑的因素，而一些实际问题，如医学类专

业录取分数线高、学制长以及毕业后的规范化培训

等，均可能动摇中学生未来学医的选择。因此，在

医疗卫生人才资源匮乏的地区，对于报考医学类专

业的学生提供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或制定相应扩

招政策，可能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中学生报考医学类

专业。

陈少敏等［16］研究显示，在高中生群体中，有报

考医学类专业意向者占比为 16. 2%。本研究显示，

COVID-19 疫情局部暴发后，有学医意向的中学生

占比为 46. 52%，表明当地有学医意向的中学生占

比较高，推测疫情可能对中学生的学医意向产生了

一定影响。本研究中，初中生较高中生有更高的学

医意向（OR=0. 473，P<0. 01），女生较男生有更高的

学医意向（OR=1. 438，P<0. 01），与闵鸿杰等［17］的研

究结果一致。初中阶段学生的择业意向较为理想

化，对于自身成绩、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客观条件的

考虑程度较轻，但择业意向可能在未来的成长过

程中发生变化；而高中生更多考虑自身成绩等实

际问题而动摇学医的选择。与男生相比，女生在

择业时更为感性，如被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奉献

精神所感动从而对医学专业产生向往［17-18］。本研

究结果表明，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的中学生

学医意向更高（OR=1. 574，P<0. 01），可能是由于父

母等重要他人可以通过对学生的职业期望、交流职

业相关信息、个人魅力等影响学生的专业选择［19-20］。

此外，中学生所接收到的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

占比越高，其学医意向越低。Young等［21］研究显示，

媒体对疾病相关信息的报道频率会影响民众对疾

病严重程度和风险的判断。中学生对信息的分辨

能力尚未成熟，过多关注疫情负性信息可能产生不

良情绪，并对疾病过度恐惧，从而动摇学医的想法。

因此，建议中学生适时转移注意力，不要过度关注

疫情相关的负性信息。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评分越

高，中学生学医意向越高，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心理

弹性水平的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存在差

异［22-23］，从而影响应对方式。既往研究［24-25］显示，与

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学生相比，心理弹性水平较低

者对负性信息具有更明显的注意偏向，可能更多地

关注疫情中的负面信息，从而影响专业选择意向。

表3　中学生有/无学医意向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medicine among students
自变量

性别（男生=0，女生=1）
学段（初中=0，高中=1）

是否有家人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否=0，是=1）
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息占比（<50%=0，≥50%=1）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总评分

β

0. 363
-0. 748

0. 454
-0. 227

0. 011

SE

0. 098
0. 122
0. 106
0. 103
0. 003

Wald χ2

13. 864
37. 773
18. 205

4. 886
14. 449

P

<0. 01
<0. 01
<0. 01
<0. 05
<0. 01

OR（95% CI）

1. 438（1. 188~1. 742）
0. 473（0. 373~0. 601）
1. 574（1. 278~1. 939）
0. 797（0. 651~0. 975）
1. 011（1. 005~1. 016）

注：因年龄与年级存在一定的共线性，遂未将年龄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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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良好的心理弹性是医护人

员职业认同感增加的预测因子，并且心理弹性水平

越高，医护人员职业选择后悔的概率越低［26-27］。心

理弹性是个体能够良好应对逆境和压力的能力［7］，

面对疫情的压力，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能

够积极应对、良好适应，职业认同感也更高［28］，同

样，心理弹性水平可能会影响中学生对医疗卫生相

关职业的认同感，从而影响学医意向。

综上所述，兰州市COVID-19疫情局部暴发后，

当地有学医意向的中学生占比较高，女性、有家人

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中学生学医

意向较高；高中生、接收到疫情相关信息中负面信

息占比高的中学生学医意向较低。本研究局限性

在于：取样仅限于兰州地区，线上问卷调查可能会

存在抽样偏倚，横断面调查可能会导致难以确定因

果关系。未来还需进一步开展多地区、大样本、线

下调查，结合长期随访研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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