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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were 

us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from September 2017 to March 2019, to conduct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330 medical students,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grades. 

31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recovery rate was 94.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44 persons who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were 

below the average, with the percentage of low score accounting for 46% of the total.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grade variables of medical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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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医学院校学生进行人际沟通能力问卷调查，了解

医学生人际沟通现状，并探讨可能影响人际交往状况的因素。方法：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间，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云南省 1 所医学院校

3 个年级共 330 名医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和人际沟通

能力测评量表。回收有效问卷 312 份，回收率为 94.5%。结果：有 144 人人际沟

通能力处于均值以下，低分学生占总人数的 46%；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在性别

和年级变量上无显著差异。结论：医学生沟通能力整体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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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医患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医患之间不仅紧张、充满怀疑、

冲突不断，还屡屡出现恶性事件［1］。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交往中建立起来心

理联系，医患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奥尔特曼和泰勒［2］认为，良好人际关

系的建立与发展要经过注意和选择交往对象阶段，双方探索建立情感联系阶段；

双方在沟通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发展的情感交流阶段，并会提供评价性的反馈

信息，进行真诚的赞美与批评；双方在心理相容性方面进一步拓展，沟通与自

我暴露广泛而深刻的稳定交往阶段。唐梦琦、尹文强和马牧野［3］等人的研究

结果显示，医学生沟通能力整体水平较低。

因此，通过对医学生的人际沟通现状进行调查，有利于探索医学生对人际

沟通的认识，再结合人际沟通不同阶段的特征，为开设符合实际的医患课程，

促进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为其进入医疗行业做准备。

本研究旨在调查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现状，探讨可能影响医学生沟通能

力的因素，为后期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与指导提供参考资料。

2  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通过测量问卷，对医学院学生进行人际沟通的测查，以了解学生的人际沟

通状态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面对沟

通，以及为他们进入医学岗位提供帮助和指导。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编制的《人际交往能

力问卷》［4］，共包括 40 个题目，分为主动交往、适度拒绝、自我表露、冲

突管理与情感支持 5 个维度。每一维度各有 8 个题目。量表采用 5 点记分。

中国学者魏源［5］对该问卷的信效度做了研究，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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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5 个维度相隔三周的重测信度为 0.78 ～ 0.86，问卷与人际反应指标（IRI）

的总分相关值（效标效度）为 0.82，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总体上五维模型的

拟合可接受，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评分标准为，总分越小，人际交往能力越弱。

2.3  研究的结果

对医学类在校大一至大三的学生进行人际交往能力问卷测查，发出问卷 330

份，收回 312 份，回收率为 94.5%。

本次调查共有男生 112 人，女生 200 人；大一 32 人，大二 182 人，大三 98

人；独生子女 190 人，非独生子女 122 人。

2.3.1  医学院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的研究现状

通过数据整理，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总分最大值 208 分，最小值 73 分，医

学生有 144 人，处于均值（133.08±16.73）以下，占总人数的 46%。在人际沟

通能力问卷的各个维度，分值如下：

表 1  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各维度现状

Table 1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项目数 M±SD
主动交往 8 25.83±4.96
适当拒绝 8 25.40±4.74
自我表露 8 23.80±4.03
冲突管理 8 26.98±4.32
情感支持 8 31.04±5.53

总问卷 40 133.08±16.73

2.3.2  医学院学生人际沟通的差异比较

女生在主动交往、自我表露、冲突管理的均值低于男生，而适当拒绝和情

感支持得分高于男生，经统计学差异检验，发现在情感支持维度，女生显著高

于男生，但其余维度得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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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医学生人际沟通的性别差异检验（n=312）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n=312）

变量
主动交往

（M±SD）
适当拒绝

（M±SD）
自我表露

（M±SD）
冲突管理

（M±SD）
情感支持

（M±SD）
男生 26.05±5.14 24.78±4.79 23.94±3.91 16.65±6.99 16.65±6.99
女生 25.71±4.87 25.75±4.69 23.72±4.10 17.62±7.27 17.62±7.27
T 0.569 -1.71 0.449 1.66 -2.55**

注：*p<0.05，**p<0.01，***p<0.001，下同。

通过分析可知，在人际沟通方面，同为 8 个项目数的五个维度，情感支持

维度高于其余四个维度，但医学生的人际沟通在年级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表 3  医学生人际沟通的年级差异检验（n=312）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n=312）

变量
主动交往

（M±SD）
适当拒绝

（M±SD）
自我表露

（M±SD）
冲突管理

（M±SD）
情感支持

（M±SD）
大一 26.26±5.13 24.48±5.31 24.03±3.93 27.28±3.90 31.81±4.43
大二 25.83±5.09 25.18±4.67 23.72±3.89 26.80±4.54 30.57±4.85
大三 25.68±4.70 25.76±4.71 23.88±4.03 27.22±4.02 31.68±6.89
F 0.16 0.475 0.106 0.385 0.869

3  讨论

3.1  医学生人际沟通现状

本研究通过使用《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对云南省 1 所医学院 312 名学生进

行人际沟通能力的测量，结果发现：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总分最大值 208 分，

最小值 73 分，医学生有 144 人，处于均值（133.08±16.73）以下，低分学生占

总人数的 46%。结果显示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整体偏弱，因此，笔者认为目前

存在较大的问题，需要学校提供相应的帮助。

其次，在调查中发现，情感支持维度，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其他维度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女生比男生的感情细腻更具同理心，可能与男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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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格特质有关。女生较男生更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6］，更容易受到

外界的影响。但女生之间容易形成人际支持，而男生相对独立。

在调查的三个年级之间，人际沟通能力总分和各个维度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这说明沟通能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不随年龄的增加而出现剧烈变化，这提

示我们，越早训练和干预，对于学生改善沟通状况也越好，为他们走上实习岗

位和义务岗位面临的医患沟通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基于目前医患关系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学校应该重视该调查结果，尽快

为医学生安排相应的课程，对医学生进行训练。

3.2  对策与建议

3.2.1  增加实践机会，安排训练课程

王锐研究发现［7］，学生干部思维活跃，在学校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接触

老师与同龄人的机会较多，有更多机会锻炼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与人际沟通能

力，各方面能力优于非学生干部。因此，医学院校在医学生沟通能力培养过程中，

应重点关注非学生干部的沟通能力。建议学校通过增加学校训练机会，以及必

要的社会实践锻炼，为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多数医学生提供更多的人际沟通

与交流的机会。

大学生人际关系团体辅导对提升大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有重要作用［8］。

通过团体人际关系的训练，团体成员在人际关系敏感度和对周围事物的接受程

度在团体训练中得以改变［9］。因此，学院可以为医学生提供相应的实践训练

课程，提供人际交往和沟通的现场环境，强调人际交往的礼仪和技能技巧，为

日后他们在医务工作中与患者进行沟通奠定基础。

另外，医学生本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加强自我能力提升，参加学校活动，多

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进而增强自身沟通能力。

3.2.2  推进家校合作，提升人际交往自信

马金宝的研究表明［10］，家庭氛围不和谐，容易导致子女情感冷漠、自

卑自怜、不合群，不愿意与他人沟 通交流。家庭的经济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医学生的自信心，进而会影响其沟通能力。因此，除了教会学生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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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际沟通知识外，还要积极推进家校合作，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氛围，为学

生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也要教会学生识别和维护良好的人际氛围，不论在家

还是学校，多对人际关系作出修护，而非回避矛盾或拒绝交往，沉迷于电子设

备和网络社交。

4  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研究的展望

后续研究应结合时间进行序列考察并进行纵向比较，例如多一些实验和干

预研究，增强学科的实用性，以对学生的身心健康辅导提供帮助。特别是针对

应用课程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有利于安排合理的课程。并对被试进行追踪，形

成系统有效的课程并推广，以便使试用课程的效果最大化，切实能帮助到医学生，

更好地走向医护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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