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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大学无军籍本科学员军校生活适应性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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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生活适应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采取措施使无军籍学员更好地融入军校生活.方

法　采用大学生适应性量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等对３所军医大学３２９名无军籍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其适应性的

影响因素.结果　军医大学无军籍本科学员适应性水平较地方高校大学生低;抑郁和社会支持是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水

平的主要影响因素(P＜０．０５).结论　心理社会因素影响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适应性,军医大学应为其提供良好的校园环

境、专业心理疏导及治疗,以提高无军籍学员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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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investigatetheadaptabilitytolifeofnonＧmilitarycadetsinmilitarymedicaluniＧ
versitiesandanalyzeitsinfluencingfactors,soastoprovidemethodsfordevelopingtheadaptability．MethＧ
ods　Atotalof３２９nonＧmilitarycadetsfromthreemilitarymedicaluniversitiesweresurveyedbyCollege
StudentAdaptabilityInventor,PatientHealthQuestionnaire,etc．RegressionanalysiswasadoptedtoanaＧ
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adaptabilityofthestudents．Results　TheadaptabilityofthenonＧmilitary
cadetsinmilitarymedicaluniversitieswaslowerthanthatofthestudentsinciviliancolleges．Depression
andsocialsupportwere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ofthenonＧmilitarycadets’adaptability(P＜０．０５)．
Conclusions　PsychosocialfactorscanaffectthenonＧmilitarycadets’adaptability．ItissuggestedthatmiliＧ
tarymedicaluniversitiesshouldcreateabettercampusenvironmentandprovideprofessionalpsychological
counselingandtreatmentsoastoimprovetheadaptabilityofnonＧmilitarycad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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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推动军队

院校建设加快转型升级;２０１８年６月,经中央军委

和教育部批准,全国共４所军事院校开始招收无军

籍本科学员[１].军医大学无军籍本科学员是军队卫

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储备力量,也是创新型人

才队伍培养的后备力量.大学阶段是个体走向社

会、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转折期和准备期[２],大学生

活的适应性对学生发展至关重要,较多研究[３Ｇ４]已证

实大学适应性不仅影响大学期间的整体健康,还对

其毕业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价值有深远影响.目

前,国内现有的有关学校适应的研究多聚焦于普通

高校大学生,而军校无军籍学员作为一类特殊的大

学生群体,在其适应性水平的研究方面还存在较大

探索空间.因此本研究将结合无军籍学员成长特

点,探索该群体在军校生活的适应性现状,以便及时

转换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充分利用优势教育资源,
在为地方输送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同时也为军校储备

优秀的文职人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７－１２月,方便抽样法选取

某３所军医大学的无军籍学员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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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１)无军籍本科学员;(２)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
(３)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４)无严重精神障碍或其

他严重疾病.排除标准:军地联合培养地方学员.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问卷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无军籍学员特征自行编制,内容包括性别、年级、父
母婚姻状况、是否担任骨干(包括区队长、副区队长、
班长、学习委员、团委)、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等.

１．２．１．２　大学生适应性量表(collegestudentadaptＧ
abilityinventory,CSAI)　采用卢谢峰[２]编制的大

学生适应性量表评估无军籍学员的适应性.该量表

包含７个维度,即学习适应性(８个条目)、人际适应

性(１１个条目)、角色适应性(９个条目)、职业选择适

应性(９个条目)、生活自理适应性(６个条目)、环境

总体认同(７个条目)、身心症状表现(１０个条目),共

６０个测量条目及６个重复条目构成“效标”.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很不符合”计为１分至“非常符

合”计为５分;其中４４个为反向计分条目,总分６０~
３００分,得分愈高,适应性愈好.该量表的 CronＧ
bach’sα系数为０．８９８.

１．２．１．３　 病 人 健 康 问 卷 抑 郁 量 表 (patienthealth
questionnaire,PHQＧ９)　PHQＧ９是由 Spitzer等[５]

编制,共９个条目.采用 Likert３级评分法,“完全

不会”计为０分至“几乎每天”计为３分,总分２７分.
根据分值评估抑郁程度:０~４分提示没有抑郁,５~
９分提示轻度抑郁,１０~１４分提示中度抑郁,１５分

及以上提示重度抑郁.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

数为０．８２.

１．２．１．４　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anxietydisＧ
order,GADＧ７)　是由Spitzer等[５]编制的单维度量表,
包含７个条目.采用Likert３级评分法,“完全不会”计
为０分至“几乎每天”计为３分,总分为２１分.０~４分

表示没有焦虑,５~９分提示可能有轻度焦虑,１０~１４分

提示可能有中度焦虑,１５分及以上提示可能有重度焦

虑.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５].

１．２．１．５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socialsupＧ
portscale,PSSS)　该量表由Zimet[６]编制,姜乾金[７]

汉化.该量表包含３个维度,分别是朋友支持(４个条

目)、家庭支持(４个条目)及其他支持(４个条目),共

１２个条目.采用Likert７级评分法评分:“极不同意”
计为１分至“极同意”计为７分,总分１２~８４分;６１~
８４分提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３７~６０分提示领悟

社会支持水平中等,１２~３６分提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低.该量表的总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２７[８].

１．２．２　资料收集　采用问卷星进行数据收集,设置

填完所有内容才能提交问卷,且每部手机只能填写

１次问卷.采取匿名方式作答,共发放问卷３３３份,
有效问卷３２９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７９％.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１７．０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

比表示;满足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方差不齐或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

KruskalＧWallisH 和 MannＧWhitneyU 检验.相关

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逐

步多元回归分析,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军校无军籍学员的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共调

查３２９名无军籍学员,其中大学一年级学员４２名

(１２．８％)、二年级学员１３９名(４２．２％)、三年级学员

１１０名(３３．４％)、四年级学员３８名(１１．６％);骨干

１２９名(３９．２％)、非骨干２００名(６０．８％);女２４９名

(７５．７％)、男 ８０ 名 (２４．３％);独 生 子 女 １５１ 名

(４５９％)、非独生子女１７８名(５４．１％);单亲家庭３２
名(９．７％)、双亲家庭２９７名(９０．３％);城镇学员２１２
名(６４．４％)、农村学员１１７名(３５．６％).

２．２　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军校生活适应性现状　
无军籍学员军校生活适应性总体低于地方大学生常

模[２],其中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环境总体认同得分高

于地方大学生,其余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地方大学生

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０．０５).详见

表１.

表１　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水平与常模的差异性检验(分,x±s)

项　　目
研究样本

(n＝３２９)

常模样本

(n＝１０４３)
t P

学习适应性　　 １９．６０６±５．４０６ ２５．９０８±５．８８６ －２１．０８１ ＜０．００１
人际适应性　　 ３８．４７１±８．０２９ ３９．４２５±６．９１８ －２．２１０ ０．０２８
角色适应性　　 ３１．１３２±６．０４７ ３３．４２２±５．７９６ －６．８５０ ＜０．００１
职业选择适应性 ２８．１６５±６．１３０ ２５．７５８±６．２９１ ７．１０１ ＜０．００１
生活自理适应性 ２３．１８０±４．０７８ ２５．５１９±３．５７６ －１０．３６９ ＜０．００１
环境总体认同　 １９．７００±５．６２１ １９．５５６±４．９４６ ３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
身心症状表现　 ３３．０８９±８．１４３ ３６．７７３±６．５４１ －５４．９２３ ＜０．００１

２．３　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学习适应性、人际适应性、角色适应性、生活自理

适应性、适应性总分在骨干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职业选择适应性在性别、年级、骨干间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环境总体认同在性别、独生子女、骨
干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身心症状表现在独生

子女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详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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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一般资料对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水平的单因素分析(n＝３２９,分,x±s)

项　目 学习适应性 人际适应性 角色适应性 职业选择适应性 生活自理适应性 环境总体认同 身心症状表现 适应性总分

性别　男 １９．７２５±５．４７３ ３８．３５０±７．７６９ ３０．９５０±５．９１８ ２８．４００±６．３２０ ２３．０５０±４．１０５ ２０．８２５±５．４３１ ３４．３１３±８．３１２ １９３．４６５±２８．３４８
　　　女 １９．５５８±５．３５７ ３８．５３８±８．０７６ ３３．５８６±６．７４４ １６．６６７±３．７３６ ３２．２７７±５．２４８ １９．３７３±５．６２６ ３２．７０７±８．０１１ １９３．４２４±２８．３１５
　　　Z ０．１３２ ０．４３３ ０．３１０ １．９９５ ０．６３７ ２．３６９ １．７５７ ０．９２２
　　　P ０．８９５ ０．６６５ ０．７５６ ０．０４６ ０．５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９ ０．３５６
年级　大一 １９．６４３±５．６２２ ４０．４７６±８．１１９ ３４．３８１±６．７８９ １６．９２９±４．３２３ ３２．７８６±６．１２４ ２０．２６２±５．６１９ ３３．５００±７．８０２ １９３．５２５±２８．４６６
　　　大二 １８．９２１±５．５６１ ３７．９１４±８．７８９ ３３．３３８±７．１３５ １６．２８１±３．８４２ ３１．７９９±５．３５３ １９．７５５±５．９５２ ３２．７２７±９．００５ １９３．４２４±２８．３１５
　　　大三 ２０．１２７±５．５０４ ３８．７１８±７．０００ ３４．１９１±６．２７３ １６．７１８±３．３２２ ３２．５３６±４．９６７ １９．９５５±５．１４６ ３３．２５５±７．３０３ １９３．５６０±２８．５０３
　　　大四 ２０．５００±５．０８２ ３７．７６３±７．１３９ ３２．４７４±５．８７９　１７．１８４±３．４２５abc ３２．２８９±４．７２３ １８．３６８±５．４２６ ３３．５５３±７．１２９ １９３．４１３±２８．２７２
　　　H(K) ４．６６５ ３．６２４ ２．８２１ ３７．６７９ ０．９８１ ２．２７２ ０．１３４ ２．５００
　　　P ０．１９８ ０．３０５ ０．４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８０６ ０．５１８ ０．９８７ ０．４７５
独生子女　是 １９．５４０±５．１２５ ３８．３６０±８．５２３ ３０．９０７±６．３２２ ２８．０９３±５．７８４ ２２．８５３±３．９９７ １８．６９３±５．４０１ ３１．７２０±８．０４９ １９０．５５０±２８．８３７
　　　　　否 １９．６６１±５．６１９ ３８．５６５±７．５５８ ３１．３２２±５．７７９ ２８．２２６±６．４１８ ２３．４５８±４．１１４ ２０．５５４±５．６７８ ３４．２４９±８．０６５ １９５．８４３±２７．５５２
　　　　　Z －０．４４９ －０．２８６ －０．１８９ －０．３００ －１．４６４ －３．２９６ －２．１２９ －１．２９９
　　　　　P ０．６５３ ０．７７５ ０．８５０ ０．７６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３ ０．１９４
家庭状况　单亲家庭 １９．６７７±５．１７７ ３９．４５１±６．３９０ ３１．８０６±５．１７７ ２８．９６８±４．３８８ ２２．６５４±２．９６８ １９．２９３±４．２５２ ３２．２２６±７．０４６ １９２．５３１±１９．２３０
　　　　　双亲家庭 １９．５９８±５．４２１ ３８．３６８±８．１６１ ３１．０６１±６．１１６ ２８．０８１±６．２６８ ２３．２３６±４．１６７ １９．７４３±５．７５０ ３３．１７９±８．２５５ １９２．８８４±２９．０７８
　　　　　Z ０．１９５ ０．６５９ ０．２２７ ０．８９１ ０．９２７ ０．３８４ ０．９６７ ０．４７２
　　　　　P ０．８４５ ０．５１０ ０．８２０ ０．３７３ ０．３８４ ０．７０１ ０．３３４ ０．６３７
生源地　城镇 １９．６０８±５．４０９ ３８．７０３±７．７０３ ３１．３７７±６．２７４ ２８．６９３±６．１５９ ２３．１１３±４．０７４ １９．５０５±５．５５９ ３２．８４０±８．０６５ １９３．８３９±２７．４８８
　　　　农村 １９．５１８±５．３４３ ３８．１１１±８．５０６ ３０．６７５±５．５１０ ２７．２３１±５．９６３ ２３．３５０±４．０５４ ２０．１２８±５．６９１ ３３．５６４±８．１８２ １９２．６４１±２９．６２５
　　　　Z －０．１８９ －０．１５０ －０．９５４ －１．５８９ －０．５９９ －０．６６２ －０．８２６ －０．０６１
　　　　P ０．８５０ ０．８８１ ０．３４０ ０．１１２ ０．５４９ ０．８２６ ０．４０９ ０．９５２
骨干　是 １８．９３８±５．５２８ ４０．７０５±７．７１７ ３３．２０２±５．９４１ ２９．８３７±６．４００ ２３．９９２±３．８８７ ２０．３７２±５．６７７ ３３．８５３±７．５９０ ２００．８９９±２７．０２２
　　　否 ２０．０２５±５．２４８ ３７．０６５±７．８５８ ２９．７９０±５．６８６ ２７．１００±５．６９８ ２２．６８５±４．１０１ １９．３１０±５．５３３ ３２．６１０±８．３９９ １８８．５８５±２８．００８
　　　Z －２．１５２ －４．１０７ －４．８６０ －４．１２１ －２．９２６ －１．９６１ －１．３９３ －４．０２６
　　　P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

a:与第１层比较,P＜０．０５;b:与第２层比较,P＜０．０５;c:与第３层比较,P＜０．０５

２．３　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与抑郁、社会支持、焦虑

的相关性分析　无军籍学员适应性各维度得分与焦

虑、抑郁呈负相关,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均P＜０．０１).
详见表３.

表３　军校无军籍学员抑郁、焦虑、

社会支持与适应性的相关性分析(r,n＝３２９)

维度 抑郁 焦虑 社会支持

学习适应性　　 －０．３２９a －０．３１２a ０．２２９a

人际适应性　　 －０．５５２a －０．５１３a ０．５５０a

角色适应性　　 －０．４６６a －０．４６６a ０．３９６a

职业选择适应性 －０．３９７a －０．３９７a ０．３５５a

生活自理适应性 －０．４６６a －０．４３３a ０．３０２a

身心症状表现　 －０．７２８a －０．６８１a ０．２７４a

环境总体认同　 －０．３９８a －０．３９６a ０．４５４a

适应性总分　　 －０．６３２a ０．５２５a －０．６５３a

　a:P＜０．０１

２．４　无军籍学员适应性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总分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

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调

整后R２ 为０．５５７,VIF 为１．２５１,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

果显示,社会支持、抑郁对于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总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详见表４.

３　讨论

３．１　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军校生活适应性现状

３．１．１　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高　研究结果显示,无军籍学员军校生活适应性

的总体水平低于大学生常模,角色适应性水平和生

活自理适应性水平略低于常模.相较于地方高校,
军队院校的管理更加严格,对于无军籍学员而言,要
实现生活及角色适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坚持.
这提示,在新训阶段和后期管理阶段,应重点加强无

军籍学员内务整理、队列训练以及自理能力的相关

培训,提升无军籍学员的角色适应性和生活自理适

应性.本研究结果显示,无军籍学员的人际适应性

略低于常模.这可能与军校学员管理相对比较封

闭,以及有军籍学员和无军籍学员分开管理的现状

有关.军校由于本身的特殊性质,社团活动的组织

形式及对外社会实践交流相较于地方大学少.因

此,建议学校积极举办各类活动来丰富学员的校园

生活,同时积极参加学术科研活动,如全国大学生生

命科学竞赛、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等,在开阔

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不断提升学员的学术

水平,提高军校生活适应性.

表４　影响军校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总分的多因素分析(n＝３２９)

变量 b Sb b’ t P
常数项　 １８０．９５６ ６．９９２ － ２５．８８２ ＜０．００１
抑郁　　 －２．７３６ ０．１８８ －０．６０１ －１４．５８７ ＜０．００１
社会支持 １．２０８ ０．１９８ ０．２５１ ６．０９０ ＜０．００１

３．１．２　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的职业目标明确　本研

究结果显示,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的职业选择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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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于地方大学生.可能原因是军校无军籍本科学

员录取安排在本科第一批次,统考成绩须达到所在

省本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以上,体格检查标准也是参

照«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执行,可以看

出,无军籍学员具有起点高、文化成绩好、学习能力

强、身体素质好等特点.其次,军校学习氛围比较浓

厚,教学资源丰富,师资力量雄厚,职业方向明确.

３．１．３　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对学校环境的适应性好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军籍学员的环境总体认同得

分高于地方大学生常模.在军校校园中,浓厚的军

事训练氛围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不仅能够帮助无

军籍学员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让学员有较强的

安全感.此外,军校对于提升学员教学质量也很重

视,除了师生互评,教学相长之外,学校还安排校教学

督导专家,随机检查教学质量,系室领导每周跟班听

课,年轻教员全程听课等系列措施,督促教员不断提高

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在科研方面,军校教员从低

年级就开始带领学员开展科研项目及暑期社会实践项

目,帮助学员尽早了解本专业的相关知识及研究动态,
不断激发和提高学员的科研创新能力.通过营造和谐

的外部环境,增强学员的团体依恋体验,帮助其主动调

整专业认知与行为,还能促进其专业适应[９].

３．２　军医大学无军籍学员适应性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社会支持　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得分与适

应性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相关

研究结论一致[１０].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社会支持网

络是提升适应性的直接动力;从压力及其应对的观

点来看,社会支持可以保护人们免受压力的不利影

响进而促进健康[１１].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有利于提高

无军籍学员的抗压能力,提高适应性.因而,学校应

当提升对无军籍学员的社会支持程度,耐心倾听学

员的意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及时疏导负面情绪.
而当学员遇到压力时,也应积极主动向家人、同学、
老师以及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支持和帮助.

３．２．２　抑郁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与适应性总分

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负性相关,与孙睿等[１２]研究结

果一致.大学生需要面对学业和就业压力、处理复

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应激事件等,较易产生抑郁

情绪[１３].大学生群体抑郁情绪对其学业、人际适应、
社会功能等均会产生不良影响[１４],而军校无军籍学

员不适应的发生主要集中于军校生活的起始阶段,
陌生环境的影响、军队特色素质训练以及学习模式

的转变等让学员应接不暇,产生了无法及时调适的

问题.因此,在大学初始阶段,应重点加强学生对军

校生活制度和学习方式的了解,多开展促进生活和

学习适应性的相关活动,如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各院

系组织对应专业学员定期谈心等活动,促使无军籍

学员尽快了解军校学习与生活特点.与此同时,学
校还应加强对无军籍学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并提供

积极有效的心理咨询和帮助,提高其心理调控能力.

４　小结

综上所述,军医大学无军籍本科学员适应性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其职业选择适应性和环境总

体认同适应性水平高于地方大学生常模.本研究有

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比较对象为地方大学生,未
和军校有军籍学员进行比较,因此后续可继续开展

无军籍学员与有军籍学员适应性水平的比较,同时

扩大样本量,开展纵向跟踪调查,深度挖掘无军籍学

员适应性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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