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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人际信任与正负性情绪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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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医学生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的现状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

徽省某医学院校 388 名医学生为研究对象。 使用《人际信任量表》( IT)和《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以团体施测的方式进

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医学生中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在负性情绪得

分上男生高于女生(P < 0. 05);医学生中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总分方面,谈恋爱者高于未谈恋爱者(P < 0. 05 和 P < 0. 01);
是否恋爱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医学生的学习成绩在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学习成绩优秀者低于一般、较差和很差者(P < 0. 05 ~ P < 0. 01),学习成绩一般、较差和

很差 3 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总分与正性情绪总分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与负性情绪

总分呈负相关关系(P < 0. 01)。 结论:增强人际信任可以促进医学生正性情绪的表达和减少负性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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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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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negative emo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edical students,and their relationships. Methods:Three hundred and eighty鄄eight medical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and th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 and "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ale" ( PANAS). Results: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ositive emotion betwee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P > 0. 05),and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in
male stud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student(P < 0. 05).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ositive emotion in
students with falling in lov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tudents without falling in love,the difference of the score of the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falling in lov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 of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positive emot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in general,poor and very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students(P < 0. 05 to 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 between general,poor and very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total scor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core of positive emotion(P < 0. 01),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core of
negative emotion in medical students(P < 0. 01). Conclusions:Enhancing interpersonal trust can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emotion,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interpersonal trust;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摇 摇 人际关系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人际

信任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契约,是合作

关系的起点、前提和基础,也是人际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1]。 人际信任是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交往关

系的基础,是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和谐的人际关系

能够促进自我积极的内心体验,提升主观幸福

感[2 - 3]。 ROTTER 等[4] 认为,人际信任是个体在人

际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与之交往的对象的言

词、承诺等可靠程度的一种心理期望。 有研究者[5]

认为,人际信任会受到各种内、外在因素的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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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绪情感状态是影响人际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
情绪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 西方一些心

理学家将情绪界定为“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的

变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感觉、认知过程以及行为

反应,这些是对个人知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冶 [6]。
国内学者认为,情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心

理现象,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

构成[7];它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能

拓宽注意范围、提高行动效能,有助于机体获得身

体、智力和社会资源;消极情绪是指生活事件对人的

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痛苦、悲伤、恐惧和愤怒

等[8]。
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时

期,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其合作精神、共处意识

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医

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具有学

制长、课业负担重、课外活动时间较少以及所学专业

知识关乎人的生命健康等特点,加之近年来医患关

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医疗环境复杂,使得医学生

的学习和就业压力较大,很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医

务人员不仅需要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专业

操作技能,同时也需要与病人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

信任与合作关系。 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是一

切医疗活动的基础。 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医学生人

际信任和正负性情绪的现状、特点及其之间的相互关

系,为培养并调动医学生的积极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将安徽省某医学院校作为研究现

场,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抽取研究对象,共发放

问卷456 份,回收有效问卷388 份。 其中男生196 人,
女生 192 人;大学一年级(大一)102 人,大学二年级

(大二)105 人,大学三年级(大三)93 人,大学四年级

(大四)88 人;临床医学专业 150 人,医学检验专业

126 人,医学影像专业 112 人。
1. 2摇 方法摇 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进
行团体施测,调查表统一发放,现场填写,现场统一回

收。 问卷共涉及 3 个部分:医学生一般人口学特征问

卷、《人际信任量表》 ( IT) 和 《正负性情绪量表》
(PANAS)。 (1)一般人口学特征问卷:包括性别、生
源地、是否恋爱、学习成绩等 12 个条目。 (2)IT[9]:测
量被试对他人行为及承诺可靠性的估计,共计 25 个

条目。 采用 5 级评分,1 分代表“完全同意冶,2 分代

表“部分同意冶,3 分代表“同意与不同意相等冶,4 分

代表“部分不同意冶,5 分代表“完全不同意冶,总分从

25 分至 125 分,表示信赖程度最低至信赖程度最高。
Cronbach忆s 琢 值为 0. 785。 (3)PANAS:采用WATSON
等[10]编制的正负性情绪量表,黄丽等[11] 对该量表进

行中国人群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 量表由 20 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组成,
包含了正性情绪因子 10 个条目和负性情绪因子 10
个条目。 采用 5 级评分,1 分代表“几乎没有冶,2 分代

表“比较少冶,3 分代表“中等程度冶,4 分代表“比较

多冶,5 分代表“极其多冶;正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精力

旺盛,能全神贯注和快乐的情绪状态,分数低则表示

淡漠;负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

情绪状态,而分数低表示镇定。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
q 检验和相关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

比较摇 医学生中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总分和正性

情绪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在负

性情绪总分上,男生高于女生(P <0. 05)(见表 1)。

摇 表 1摇 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x 依 s;分)

分组 n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男 196 76. 18 依6. 97 31. 16 依6. 02 23. 31 依6. 55

女 192 74. 99 依8. 72 30. 19 依5. 87 21. 88 依6. 71

t — 1. 48* 1. 61 2. 13

P — >0. 05 >0. 05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2. 2摇 是否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

比较摇 医学生在人际信任得分上和正性情绪总分上,
谈恋爱者高于未谈恋爱者(P < 0. 05 和 P < 0. 01);在
负性情绪得分上,是否恋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摇 表 2摇 是否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x 依 s;分)

分组 n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谈恋爱者 116 76. 91 依7. 64 29. 93 依5. 71 23. 09 依7. 04

未谈恋爱者 272 75. 03 依7. 96 21. 00 依6. 04 22. 39 依6. 05

t — 2. 16 13. 55 0. 93*

P — <0. 05 <0. 01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2. 3摇 不同学习成绩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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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比较摇 不同学习成绩的医学生在人际信任和正

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在负

性情绪得分上,学习成绩优秀者低于一般、较差和很

差者(P <0. 05 ~ P <0. 01),学习成绩一般、较差和很

差 3 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
表 3)。

摇 表 3摇 不同学习成绩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

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人际信任总分 正性情绪总分 负性情绪总分

成绩优秀 115 75. 13 依7. 97 31. 17 依6. 56 20. 30 依6. 07摇

成绩一般 209 75. 47 依7. 98 30. 57 依5. 68 23. 06 依6. 43**

成绩较差 摇 53 76. 34 依6. 96 30. 45 依5. 51 22. 83 依6. 05*

成绩很差 摇 11 76. 12 依6. 54 28. 82 依6. 75 26. 27 依7. 47*

F — 0. 31 0. 67 6. 45

P — >0. 05 >0. 05 <0. 01
MS组内 — 61. 025 35. 549 39. 743

摇 摇 q 检验:与优秀组比较*P <0. 05,**P <0. 01

2. 4摇 医学生人际信任、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

相关性摇 医学生人际信任量表总分与正性情绪总分

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与负性情绪总分呈负相关

关系(P <0. 01);正性情绪总分与负性情绪总分之间

无相关性(P >0. 05)(见表 4)。

摇 表 4摇 医学生人际信任、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r)

指标
人际

信任总分

正性

情绪总分

负性

情绪总分

人际信任总分 1. 000

正性情绪总分 摇 0. 240** 1. 000

负性情绪总分 -0. 233** 0. 057 1. 000

摇 摇 注:**P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不同性别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

差异分析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和女生在人际信任

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这
与邹兵等[12 - 13]的研究结果一致。 男生的负性情绪高

于女生(P <0. 05),分析认为,女性一般较为敏感,能
更好地识别和察觉他人的情绪,从而调整自己的情

绪;而大学阶段的男生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遇事

容易情绪激动,易冲动,因此负性情绪体验也较多。
3. 2摇 是否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分

差异分析摇 本文结果显示,谈恋爱医学生的人际信任

得分高于未谈恋爱者(P < 0. 05);在正负性情绪得分

上,是否恋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人际信

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心理上的

默契在恋人之间表现得较为明显。 DIENER 等[14] 研

究表明,愉快的个体与朋友、恋爱伴侣、家庭成员之间

有更佳的关系;愉快的个体在生活中会有更多的积极

事件。 并且在遇到一些生活事件时,谈恋爱的个体有

更多的渠道去获取社会资源和帮助,从而能够增加人

际信任。
3. 3摇 不同学习成绩医学生人际信任、正负性情绪得

分差异分析摇 本研究发现,不同学习成绩的医学生在

人际信任和正性情绪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在负性情绪得分上,学习成绩很差的医学生

高于学习成绩优秀者(P < 0. 05)。 从表 3 中可以看

出,学习成绩越优秀,负性情绪总分越低,学习成绩越

差,负性情绪总分越高;学习成绩越优秀,正性情绪总

分越高,学习成绩越差,正性情绪总分越低。 我们认

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通常自制力更强,加之其有一

定的知识积累,对事件的认识、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情

绪的理解和把握较为理智,能够合理地表达和调控自

己的情绪。 相反,成绩越差的学生,其自制力较弱,对
情绪的把握和调控可能不够理智,加之,医学专业是

关乎生命的学科,社会对于医学生的要求和期望比较

高,学校对于学习成绩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通常将

学习成绩作为学生评奖评优最主要的依据。 因此,学
习成绩差的学生会有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
3. 4摇 医学生人际信任、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之间的

相关分析摇 相关分析发现,医学生的人际信任总分与

正性情绪总分呈正相关关系,与负性情绪总分呈负相

关关系(P < 0. 01)。 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相似,如
FREDRICKSON[15]认为,正性情绪即积极情绪,是指

与个体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伴随愉悦主观体验的情

绪。 积极情绪扩展理论认为,相对于中性状态,快乐、
满意等正性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注意范围和思维活

动序列,增强心理和生理恢复力,增加社会联系,有利

于个体积极主动地参加活动,促进人际问题的解决。
WAUGH 等[16]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体验多的大一新生

人际互动意愿更强,表现出对他人更复杂的理解力。
SCHWARZ 等[17]的情感信息模型认为,积极情绪的反

应表示世界是安全的、可预料的,因此会增加人际信

任;而消极情绪表示环境中存在危险,会降低人际信

任。 DUNN 等[18] 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体验会使个体

更积极地知觉他人与社会事件,使得对他人的知觉产

生正偏向,从而增加人际信任;消极情绪则相反。 快

乐、感恩等积极情绪,增加人际信任,生气、敌意等消

极情绪降低人际信任。 何晓丽等[1]研究认为,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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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境下的积极情绪会增加人际信任,而消极情绪

会降低人际信任。 消极情绪可能使个体在做出人际

信任判断时更谨慎,使得信任水平更低。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在重视、培养和提

升医学生积极情绪的同时,也应加强负性情绪的疏导

和调节,在遇到一些压力事件时,应加强人际信任,及
时寻求亲密朋友、家人的帮助,不压抑情绪,也不随意

发泄情绪,能够合理表达情绪。 另外,本文结果显示,
负性情绪得分在性别和学习成绩方面有差异,可以作

为培养积极情绪、调节负性情绪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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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和途径。 应当重视开发和提高医学生心理资

本水平,特别是希望品质的培养,促进医学生心理资

本健康、良好、全面发展;应当重视和加强医学生应

对方式的训练,通过讲座、班会、谈心谈话和团队训

练等方式,引导医学生积极面对学习压力,有效调节

个人行为,减少逃避、拖延等行为问题;应当不断改

革和完善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重视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培养,重视意志品质的培

养,提高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增强自信,为国家医疗

卫生事业输送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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