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队护士学校实习学员症状自评量表评定结果分析  

    为了做好实习学员的心理卫生保健工作，我们采用了目前国内通用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997年在

我校实习的中专护士学校的178名学生进行心理素质调查，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院护理专业实习学员178名，均为女性。其中，军人学员94名，占52.8%，地方委托代培生84名，占

47.2%，学制均为3年。年龄17~23岁，平均年龄(18.1±1.26)岁。 

    1.2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学员心理状况进行评价，每项症状的严重程度按1~5分五级评分。发出问卷

184份，回收有效问卷178份(回收率96.8%)，将原始资料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处理，采用t检验进行统计分

析。 

    

2  结果 

    178名学员各因子分和阳性项目数与国内常模[2]进行比较，各因子水平大部分高于常模，统计学处理有

差异(表1)。异常心理主要表现在强迫症、人际关系、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方面。此结果与国内在

大、中专学生中调查结果一致[3]，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实习学生存在着多方面心理问题。 

    军人实习学员与非军人实习学员结果评定比较，其中躯体症状与敌对2项因子分军人学员高于非军人学员

(P<0.05)，其他各项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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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临床实习是在校教育的深化和延续，从学员到护士这一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心理。她们正

处于从少年向青年过渡阶段，少年的心理模式已被打破，成人的心理模式尚未建立，常出现独立性与依赖性的

矛盾、情绪与理智的矛盾、求知欲强而认别力低的矛盾，从而产生一些客观现实与想象不符的心理。 

    医院针对学员的实习过程制定一系列轮训计划，要求她们接受大量新的信息，现代护理模式强调护理工

作的完整性、独立性，要求学生有独立的思维与操作能力，并须接受各种阶段性理论与操作考核，使得她们的

心理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当学员在工作中得到带教老师的肯定时，则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当因工作疏忽受挫

时，常产生自责心理，会产生自卑表现，作出负性的自我评价，自我体验敏感而深刻。从SCL-90评定结果发

现，实习学员的强迫、焦虑、恐怖等因子分都高于国内常模，说明她们有较多的心理应激反应，临床带教老师

应及时发现学生的负性情绪，工作中以正面鼓励为主，帮助学生解决心理矛盾，逐渐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实习学员中有部分社会集资办学的委托代培自费学员，非军人学员的毕业去向是自己去用人单位受聘，

双向选择，个人灵活机动性大。军人学员入伍时严格选拔，入校后高标准严格要求培养，群体素质高，竞争意

识也较强，但分配时个人自主权小，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会产生一些反抗与屈从的矛盾心理，应努



力使她们协调好个人与组织、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以保证她们身心健康。 

    本次调查表明，在实习学员中仍存在着一些心理适应不良的问题，临床实习带教老师要顺应学员青春期

的心理特点，加强心理教育，注意对她们心理挫折感的锻炼，采取积极调控的方式，培养学员符合护理工作需

要的心理素质。应区别政治思想问题和心理卫生问题，积极地进行疏导，多做心理上的沟通，开展积极有益的

社会活动，使她们体会到工作的责任感，同志之间的信任感，培养她们正确的自我意识，学会处理自己与同

事、病人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培养未来护士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学员实习期间的护理专业理论、操作技能的培

养，更要重视护士人格的培养，使她们能在实习中不断完善自我，促使其行为规范、思想成熟、道德品质优

良、心理健康，成为适应现代护理模式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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