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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状况分析和应对策略
李慧君

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系，中国·安徽�安庆�������

摘� 要

����年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开始出现并迅速蔓延。此次新冠疫情下各行各业面对较大压力，医学生作为
医务工作者的主力军，在经验不足的前提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压力更大。论文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心
理状况简略分析入手，剖析医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提出应对策略，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新的疫情防控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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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年一种由 6�56冠状病毒（6�56�&R9）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肆虐全球，世界卫生组织（:+2）将其

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年一种与 6�56类似的

新型冠状病毒0(56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征（0(56）

疫情牵动万千人的心；����年由埃博拉病毒（(EROD�YLUXV，

(%29）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席

卷而来；����年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9,����，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开始出现并迅速蔓延，

病毒传播速度之快、途径之多样、致死率之高一度让人们“谈

之色变”。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战争，一个个冲锋陷阵的医务

工作者，用专业知识拯救了千千万万的性命。此次新冠疫情

下面对如大山的压力，如潮水的患者，如机器般运转，医务

人员的心理压力倍增，高强度的工作和连轴转更是心理平衡

紊乱的导火索，从而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医

学生作为医务工作者的生力军，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心

理压力更大。论文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下医学生心理状况进行

简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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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该公共卫生事件时医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

原因分析

2.1�普遍缺乏应对经验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医学生作为相关专业人员的首次

经历。����年１月 ��日，:+2宣布新冠肺炎属于“国际紧

急公共卫生事件”，医学生首次亲身感受此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尤其是报道里出现的“封城”“居家隔离”“确

诊”“死亡”等词汇和多地发布“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等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医学生们缺乏应对经验，缺乏分析和

决策能力，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情绪管控和心理调整 ���。

2.2�专业知识技能掌握不够

疫情防控期间，所涉及的医学专业术语和知识（如“飞

沫传播”“接触传播”“流行病学”“传染源”等概念）与

医学生过往对疾病的认知有一定的差异。����年 ��月中国

湖北省武汉市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

炎 �肺部感染，报道中使用的词语为“不明原因肺炎”。至

����年 �月 ��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且未出

现疫情拐点。这些都容易降低医学生们对于医学的信心，动

摇从事医学事业的决心。

2.3�网文谣言助长消极情绪

医学生们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持高度关注，该群体获

得信息途径主要是网络。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铺天盖地，网

文谣言满天飞，消极的情绪在网上持续发酵，并不断被放大，

导致恐慌心理持续扩散，医学生属于大学生群体，三观普遍

正在建立中，情绪不够稳定，极其容易被误导，容易受暗示，

消极情绪更加不利于心理健康 ���。

2.4�防疫物资短缺造成恐慌

����年初，防疫物资极其短缺，口罩、消毒液、体温计

等防疫物资供不应求，有价无市。作为医学生，心系医务人员，

对防疫物资短缺无能为力，市场千金难求的短缺物资加重了

医学生应对疫情的恐慌心态。

2.5�疾病特征引起恐慌

新冠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冠状病毒

感染人后出现一系列症状，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热、

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严重病例可出现肺炎、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但是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所

致疾病没有特异治疗方法。作为医学生，希望能有药到病除

的愿望显然不现实，当愿望与现实冲突时，医学生们难以及

时调整心态。同时，新冠肺炎又具有高传染性和人群普遍易

感的特点，上到耋耄之年，下到呱呱婴儿，新冠病毒普遍易感。

疫情暴发、迅速扩散，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持续上升使得

有一定医学基础的医学生过度关注自身和所接触人群的身体

状况，总是一再确定自己或周围人是否被传染。更严重的是

一旦有人身体出现不适，医学生们会将各种症状与新冠肺炎

的特征相对应，怀疑自己被感染 ���。

2.6�形势严峻造成恐慌

疫情的爆发正值春节寒假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于 ����年 �月 ��日出台文件《教育部关于 ����年春季学期

延期开学的通知》，要求部属各高等学校适当推迟 ����年春

季学期开学时间。在无限延长的寒假里，不仅生活娱乐受限，

而且禁止走街串门。遥遥无期的开学时间和因为疫情一再耽

误的规划及人际交往的缺失，使得部分医学大学生出现无聊、

焦虑、恐慌、紧张无助等不良情绪和相应的行为反应（如失眠、

食欲记忆减退、头晕头痛等躯体化症状）���。

3�医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3.1�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针对公共卫生事件使医学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这一现

象，医学院校可开设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健康课程。全面系

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促进医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更

好地适应和应对各种形势，稳定医学生面对高传染性的疾病

时产生的恐惧情绪，并有效引导医学生正确认识情绪反应，

进而掌握自我心理调适的技能。

3.2�积极开展评估指导

医学院校应对医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评估和指导，以期

全方位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及时查缺补漏，发现问题并及

时解决问题。

对于不能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医学生，需要尽早实施心

理干预措施。可以请有心理学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介入，引

导和指导医学生积极面对疫情，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

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改善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利于调

节自身情绪，所以在对医学生进行心理评估和指导时，要引

导医学生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

3.3�积极宣传专业知识

因为不了解，所以更害怕；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当医学生对疾病进行全面了解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新冠

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同时能利用所学知识进行专业防护和

积极宣传。

医学院校可以通过开展健康教育、专题讲座、防控模拟、

防护知识宣传等活动来让医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应对公共卫生

事件的相关知识，从而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从思想上

引导医学生积极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倡导

医学生实行健康的行为模式，积极自我排解、互帮互助，通

过及时寻求心理帮助来改善消极的影响 ���。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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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提高手术指导的安全性，促进患者

集体的康复 ���。

根据论文研究，实施舒适护理的患者，对整个护理流程

的满意度优于常规护理患者，因此舒适护理的应用得到患者

的认可，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具有差异。同时舒适护理的应用，

还能提高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患者预后，保障患

者机体康复效果，保障患者治疗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

态。因此，舒适护理在发肋骨骨折合并气胸患者中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为多发肋骨骨折合并气胸患者实施舒适护理

干预，不仅有效提高患者护理后的自我效应评分，还能保障患

者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促进患者机体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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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截至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疫情防控工作仍需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要做到防护常态化。医学院校需要

加强学生心理监测和信息管理，同时要根据医学生自身的特

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加强学生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的

应对能力和积极的心理调节。在这个全球参与防疫抗疫的时

代背景下，多关注医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能增强医学生面

对今后医疗工作的信心和树立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的信念，

引导医学生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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