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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现状及其关系。方法 采用大五人格量表（NEO-FFI）与医患沟

通能力量表，从东北地区四所医学院校抽取了 1 116名高年级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高年级医学生大五人格各维度平

均得分均处于典型高分与典型低分之间，典型高分比例分别为19.27%、37.37%、13.17%、23.30%、42.29%，典型低分比例分别为

8.60%、2.42%、5.56%、1.16%、19.71%；医患沟通能力的性别（t=-5.24，P<0.01）与专业（t=7.81，P<0.01）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

中，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中医学专业最高，临床医学专业最低；除神经质外，人格的其他四个维度与医患沟通能力各维度及总分

均呈正相关（r=0.33～0.57，均P<0.01），并能正向预测后者（Beta=0.12～0.36，t=3.84～10.33，均P<0.01）。结论 高年级医学生

人格发展整体良好，在各维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医患沟通能力具有一定的内部差异；人格是影响医患沟通能力的重要变

量，可以根据医学生人格特点采取相应措施提升其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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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
tion ability of senior medical students.Methods Using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 an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Scale,1 116 senior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four medical colleges in Northeast China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
vey.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each Big Five personality's dimension was between typical low score and typical high score. The
proportion of typical high score was 19.27%, 37.37%, 13.17%, 23.30% and 42.29%,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typical low
score was 8.60%, 2.42%, 5.56%, 1.16% and 19.71%,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t=-5.24, P<0.01) and
major (F=7.81, P<0.01)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Among them, fe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male on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the highest, and clinical medicine was the lowest. Fou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apart from neuroticism (r=0.33-0.57, P<0.01), and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atter (Beta=0.12-

0.36, t=3.84-10.33, P<0.01).Conclusion The overal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senior medical students is good, showing certain
uniqueness in each dimension,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has certain internal differences. Personality can affect the doc‐
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for an important variable significantl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ccording
to personality traits so as to improv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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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医患纠纷日益增多，医患关系变得敏感

而复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患沟通缺失所导致

的。有研究表明，大约 80%的医患矛盾是由不良的

医患沟通导致的［1］。王锦帆等［2］认为，医患沟通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就是医务工作者与病

人双方围绕治疗、健康等主题，通过信息交流，使双

方建立信任合作的关系，最终达到维护病人健康的

目的。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未来将要走上医务工作

者的岗位，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应该是医学生除了

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培养的重要目标［3］。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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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医学院校往往把培养的重点放在医学生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培养上，而忽略了医患沟通意识和能力

的培养。当然，对于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来

说，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因素会影响其医患沟通能

力，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与措施。人格是个体

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并影响个体的

认知、情感、意志等。研究表明，人格特征对职业成

熟度有重要影响［4］；医学生的人格特征对其共情能

力有直接的预测作用［5］。因此，人格特征可能是影

响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重要变量［6］。本研究探讨

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现状特

点及其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共有 1 120名来自东北地区 4所医

学院校的医学生参加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

有效问卷为 1 116份，有效率为 99.64%。被试平均

年龄为（22±3）岁，其中，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523名，

长春中医药大学 234名，吉林医药学院 188名，佳木

斯大学医学部 171名；男生 386名，女生 730名；大三

580名，大四 342名，大五 194名；临床医学 226名，中

医学 115名，中西医临床医学 157名，针灸推拿学

566名，其他专业 52名；城镇生源 588名，农村生源

528名。因本研究要调查医患沟通能力，低年级大

一、大二学生尚未接触过病人，从大三开始见习、实

习等，才有机会接触病人，所以本研究调查对象为

大三以上的高年级学生。

样本量估计方法采用社会调查专家风笑天提

出的公式：n = t2 ⋅ p (1 - p )
e2

。公式中，95%的置信度

条件下，t=1.96；p取 0.5，使总体成数达到最大值；容

许的抽样误差 e控制在 2.5%～3.0%［7］。最后计算得

到样本量在1 067～1 537之间。

1.2 方法 （1）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医学生人口

统计学变量信息，包括学校、性别、年龄、年级、专

业、生源地等。（2）医学生人格调查采用Costa和Mc‐
Crae编制、杨坚与戴晓阳等［8］修订的大五人格简化

版量表（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共计 60个题项，包含五个分

量表，各 12个题项。每个题项均为描述人格特征的

陈述句，如“我喜欢周围人多”“我很容易发笑”等，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

别记 1～5分。其中，神经质指个体体验消极情绪的

倾向，得分越低情绪越稳定，越高情绪越不稳定；外

倾性指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积极投入程度，得分越高

则性格越外向，越低则越内向；开放性指个体想象

力及好奇心，得分高的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宜

人性反映个体对他人的态度，得分越高，性格越随

和，越容易与人相处；责任心反映个体责任心程度，

得分越高，责任心越强，做事越可靠。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在 0.63～0.78之间，表明NEO-

FFI量表适合应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9］。（3）医学生

医患沟通能力现状采取彭红编制的医患沟通能力

量表调查［10］。该量表共含 50个题项，包括传递和采

集信息能力、态度与服务能力、互动与达成共识能

力、表达能力、确认信息能力、体会感受与反馈能力

六个维度。每个题项均为描述医患沟通能力的陈

述句，如“对病人能一视同仁地尊重”、“没有使用可

能引病人不愉快的语言”等。计分方式与NEO-FFI
相同，得分越高，表明医患沟通能力越好。总量表

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962，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均在0.78以上［11］。

1.3 资料收集 把整理好的问卷上传到问卷星专

业调查平台，采用统一的指导语与注意事项。由各

个学校辅导员在微信群里组织相关专业医学生填

写问卷，并负责监督、检查，保证问卷的填写质量。

施测完毕后，每位被试均可以抽奖获得小礼品或现

金红包一份。整个测试大约为18 min。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包括描述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

归分析等。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得分

的描述性统计 经统计，高年级医学生人格各维度

平均得分均处于典型高分与典型低分之间，见表1。
从典型高分来看，责任心最高（42.29%），其次是外

向性（37.27%），表明四成左右高年级医学生责任心

较高、性格偏外向；开放性最低（13.17%），表明富有

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医学生不多。另外，神经质有

表1 高年级医学生人格各维度典型高分与典型低分统计（n=1 116）
维度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各维度平均得分/（分，x̄ ± s）
32.07±7.73
39.64±6.84
40.10±5.47
42.79±6.15
42.43±6.58

典型高分

38.8分以上

42分以上

47分以上

48分以上

44分以上

人数与百分比

215（19.27）
417（37.37）
147（13.17）
260（23.30）
472（42.29）

典型低分

20.4分以下

26分以下

32分以下

30分以下

36分以下

人数与百分比

96（8.60）
27（2.42）
62（5.56）
13（1.16）
2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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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为典型高分，表明有接近二成的医学生情绪

不稳定。从典型低分来看，责任心有 19.27%为典型

低分，表明有接近二成的医学生责任心不强。从医

患沟通能力得分情况来看，得分率均在 80%以上，

其中最高的为互动与达成共识能力，最低的为体会

感受与反馈能力。见表2。

2.2 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在人口统计学变

量上的差异 t检验的结果表明，高年级医学生医患

沟通能力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24，P<
0.01），其中女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高于男生。单因素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

的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81，P<0.01）。事后

比较结果表明，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高

于中西医临床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

与其他专业都高于临床医学。相比较而言，中医学

专业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最高，临床医学专业最

低。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年级、生源地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

Pearson相关分析 经统计，除神经质（ r=−0.27 ～

−0.33，均P<0.01）以外，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的其他四

个维度与医患沟通能力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正相关（r
=0.33～0.57，均P<0.01）。见表4。
2.4 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对人格特征的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高年级医学生人

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关系，以人格各维度为自

变量，以医患沟通能力总分为因变量做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神经质负向预测医患沟通

能力以外（Beta=−0.16，t=−4.70，P<0.01），人格的其

他四个维度均能正向预测医患沟通能力（Beta=0.12
～0.36，t=3.84～10.33，均P<0.01）；人格能解释医患

沟通能力的 39%变异。根据回归系数的大小来判

断，责任心对医患沟通能力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宜

人性。见表5。

2.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因为数据来源于同一批

被试，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按照周浩和龙立

荣介绍的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本研究的调查结

果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12］。结果表明，在未经旋

表4 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Pearson相关分析表（r值，n=1116）
维度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传递与采集信

息能力

-0.32
0.43
0.40
0.48
0.57

态度与服务能

力

-0.33
0.44
0.42
0.46
0.57

互动与达成共

识能力

-0.31
0.41
0.39
0.47
0.55

表达能力

-0.30
0.38
0.39
0.47
0.54

确认信息能力

-0.30
0.41
0.38
0.46
0.55

体会感受与反

馈能力

-0.27
0.37
0.33
0.41
0.49

医患沟通能力

总分

-0.33
0.43
0.41
0.48
0.57

表2 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得分（n=1 116）
项目

传递与采集信息能力

态度与服务能力

互动与达成共识能力

表达能力

确认信息能力

体会感受与反馈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总分

条目数

12
14
8
5
7
4
50

分数

49.64
57.39
33.29
20.67
28.78
16.18
205.95

标准

差

8.63
10.07
5.88
3.76
5.14
3.03
35.26

得分

率/%
82.73
81.99
83.23
82.68
82.23
80.90
82.38

排序

2
5
1
3
4
6
_

注：得分率为该项目实际得分/项目满分。

表3 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

差异比较（n=1 116）
变量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级

大三

大四

大五

专业

临床医学

中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针灸推拿学

其他专业

生源地

城镇

农村

人数

386
730

580
342
194

226
115
157
566
52

588
528

医患沟通能力

总分/(分，x̄ ± s）

198.44±39.42
209.92±32.18

205.66±35.54
207.11±34.02
204.76±36.70

195.44±39.16
211.98±34.69
203.14±34.22
209.17±33.83
211.67±27.03

206.10±37.15
205.77±33.07

t（F）值

-5.24

（0.32）

7.81

0.16

P值

0.000

0.730

0.000

0.874

表5 高年级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对人格特征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表

预测变量

神经质

外向性

开放性

宜人性

责任心

β值

-0.72
0.64
0.97
1.44
1.95

Beta

-0.16
0.12
0.15
0.25
0.36

t值

-4.70
3.84
5.61
7.67
10.3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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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的情况下，共抽取出 6个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且

第一个因子只能解释 32.07% 的总变异，低于临界

值 40%。因此，可以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或

不存在。

3 讨论

3.1 高年级医学生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现

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大部分高年级医学生性格较

为开朗，乐于与人相处，具有一定的责任心。同时，

医学生想象力与创造性略显不足，这与以往的研究

一致［13］。但有部分医学生可能由于有较大的心理

压力，包括学业上的压力与就业压力，造成情绪上

不太稳定，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他们

平时的专业学习较为枯燥，需要做许多实验，记忆

大量的化学方程式和中英文药名等，人文课程开设

得相对较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想象力

与创造性的发挥。本研究还发现，女生的医患沟通

能力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刘丽萍等［14］的研究一致。

这可能和男女生个性心理差异有关。女生在语言

上比男生更有天赋，言语流畅性要好于男生。研究

发现，女生更擅长于利用和识别非语言信息，能更

有效地理解他人［15］；女生的性格因素决定在了她们

能顺利有效地与病人沟通，并取得更高的病人评

价［16］。对于专业差异，可能和各专业的研究取向有

关系。临床医学倾向于孤立地看待人体及其症状，

而中医强调人体与自然、社会的整体联系。另外，

中医传统的治疗手段为望闻问切，强调与病人的沟

通，可能中医学专业学生平时受这方面的熏陶或训

练比较多，从而医患沟通能力要强一些。

3.2 高年级人格特征与医患沟通能力的关系分

析 本研究发现，高年级医学生人格对其医患沟通

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责任心影响最大，其次是

宜人性。责任心是医学生最为重要的品质，责任心

水平高的医学生责任心强，做事可靠，总是尽自己

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善于与人沟通，比较令病人

满意，容易受到病人比较高的评价。有研究发现，

是否适应社会生活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就是责任

心［17］；同时，责任心还是工作成绩的一个有效预测

因素［18］。这些研究都能印证本研究结果。同时，宜

人性水平高的医学生能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愿意

谦让，乐于助人，关心病人，重视与病人的和谐相

处，沟通起来较为顺畅，比较受病人欢迎。另外，神

经质对医患沟通能力有负向的影响，也可能与其对

人对事的态度有关系。神经质得分高的人不太合

群、不关心人、感觉迟钝，适应外界环境比较困难。

这可能是他们医患沟通能力较低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能使医学生深刻认识到人格因素在医

患沟通能力培养中所发挥的作用。当前，医学生的

医患沟通能力较为缺乏［19］，医学院校应注意加强医

学生的人文教育，利用医学生的人格优势提升其医

患沟通能力，最终达到缓解当前较为尖锐的医患冲

突与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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