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 预防

中专护生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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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高等医学院校中专护理专业学生（护生）的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与孤独感现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为中专护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方便取样方法，于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１５ 日选取西南医科大学中专护理专业
２１０名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ＩＲＩＤＳ）和 ＵＣＬＡ孤独量表（ＵＣＬＡ－ＬＳ）对
其社会支持程度、人际关系现状及孤独感程度进行调查。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中专护生 ＳＳＲＳ 总评分为
（３２．４６ ±５．１４）分，有无恋爱经历及不同生源地护生的 ＳＳＲＳ 各维度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０．０５）；ＩＲＩＤＳ 评分为
（１１．６７ ±４．６６）分，有无恋爱经历者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２．３７，P＝０．０１９）；ＵＣＬＡ－ＬＳ评分为（４６．６９ ±７．６９）分，有无恋
爱经历及不同生源地护生的 ＵＣＬＡ－ＬＳ各维度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０．０５）。 ＳＳＲＳ总评分与 ＩＲＩＤＳ及 ＵＣＬＡ－ＬＳ
评分均呈负相关（P均＜０．０１），ＩＲＩＤＳ评分与 ＵＣＬＡ－ＬＳ评分呈正相关（P＜０．０１）。 中专护生的交际困扰、交谈困扰和待人接物
困扰与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可预测孤独感（R２ ＝０．３５２，F＝２１．７４，P＜０．０１）。 结论　中专护生的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和孤独感
三者之间相关，改善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度，可能有利于降低孤独感，促进中专护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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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
Methods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 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５，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１０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ＳＳＲＳ），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 （ＩＲＩＤ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ＵＣＬＡ－Ｌ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ＳＰＳＳ １８．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Results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ＳＲＳ ｗａｓ （３２．４６ ±５．１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ＳＳ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ｌｌ P ＞０．０５）．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ＩＲＩＤＳ ｗａｓ （１１．６７ ±４．６６），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t＝－２．３７， P＝０．０１９）．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ＵＣＬＡ－ＬＳ ｗａｓ （４６．６９±７．６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ＵＣＬＡ －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ｌ P＞０．０５）．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ＳＲ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ＩＤＳ ａｎｄ ＵＣＬＡ －ＬＳ ｗ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ｌ P＜０．０１），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ＩＲＩＤＳ ａｎｄ ＵＣＬＡ －ＬＳ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P＜０．０１）．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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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Keywords】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孤独感是个体实际情况不能满足其对社会网络
的需要时， 如朋友太少或缺乏亲密关系， 所产生的
一种苦恼性心理体验

［１］ ， 是对交往的渴望与实际
交往水平间产生差距时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 中专
护理专业学生 （护生） 是高校学生中的一个特殊
群体， ９９％以上为女生， 年龄多为 １７ ～２２ 岁， 处
于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 研究显示， 护理本科生与
其他专业本科生相比， 孤独感更强烈， １１畅５３％的
在校本科护生处于高度孤独水平

［２］ 。 孤独感会影
响学生的情绪和学习效率， 甚至出现社会适应困
难、 攻击等行为［３］ 。 此外， 孤独感还是大学生自
杀的危险因素之一

［４］ 。
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因

素
［５］ 。 学生的人际关系是指在校期间与周围有关

个体或群体的相处及交往关系
［６］ 。 护生在临床环

境中不仅要为患者服务， 还要与医生等工作人员合
作， 是否能够建立和维持与他人满意的人际关系将
直接影响护生的学习与工作。 关于美国大学生的孤
独感研究显示， 人际矛盾及社交隔离等情境常常导
致孤独

［７］ 。 一项针对国内 ７ 所普通高校全日制本
科大学生的研究显示，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孤独感
呈正相关

［８］ 。 社会支持指个体通过与他人的关系
而领悟到的可以减轻精神压力和缓解心理应激反应

的支持， 以及个体从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客
观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 国内研究显示， 通过增强
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孤独感体验， 主观支持
与支持利用度均能负向预测孤独感

［９］ 。 国外研究
也表明， 来自朋友或伴侣的社会支持与个体孤独感
呈负相关

［１０］ 。 这些研究提示缺少满意的人际关系
和社会支持均会导致孤独感体验。 但目前针对中专
护生人际关系、 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关系的研究较
少。 本研究采用问卷方法调查中专在校护生的社会
支持、 人际关系与孤独感现状， 探索三者之间的关
系， 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以及中专护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四川省西南医科大学全
日制在读的中专护生为研究对象。 入组标准：①无
重大精神疾病；②获得中专护生的知情同意。 排除

标准：处于临床实习期者。 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
排除标准共 ６００ 人，方便抽取 ２１０ 人参与本研究，发
放问卷 ２１０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２０６ 份，有效问卷回
收率为 ９８．１％。 调查对象均为女生，年龄 １６ ～１９岁，
平均（１７．２６ ±０．７１）岁。 其中有恋爱经历者 ４５ 名，
无恋爱经历者 １６１ 名；农村学生 １５７ 名，城镇学生
４９ 名。

１．２　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
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恋爱状况及生源地。 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由
肖水源于 １９８６ 年编制，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
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３ 个维度，共 １０ 个条目［１１］ ，
评分越高，社会支持程度越好。 量表的 １０个项目及
总评分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范围为 ０．８２５ ～０．８９６，
分量表和总量表的相关系数范围为 ０．７２４ ～０．８３５，
提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２］ 。 人际关系
综合诊断量表（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ＩＲＩＤＳ）由郑日昌［１３］

编制，包含人际
关系中的交谈行为、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
４个维度，每个维度 ７ 道题目，共 ２８ 题，每题回答
“是”得 １分，“否”得 ０分，评分越低，人际关系越和
谐。 ＩＲＩＤＳ总评分 ０ ～８分表明人际交往困扰较少；
９ ～１４ 分表明人际交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扰；１５ ～
２８ 分表明人际交往困扰较严重。 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０．８０５，结构效度 ０．６７０，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

［１３］ 。 ＵＣＬＡ 孤独量表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ＵＣＬＡ－ＬＳ）（第三版），
该量表由 Ｒｕｓｓｅｌｌ 等于 １９７８ 年编制，用于测量“对社
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产生的孤独
感

［１１］ ，共 ２０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１ ～４ 分的 ４ 级
评分法，１ ～４分分别代表“从不”“很少”“有时”“一
直”，评分越高，孤独程度越高。 ＵＣＬＡ －ＬＳ 总评分
２０ ～３９ 分表示无或低孤独；４０ ～５９ 分表示中等孤
独；６０ ～８０ 分表示高等孤独。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９４，间隔两个月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０．７３，
间隔七个月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０．６２，有较好的信
效度

［１４］ 。

１．３　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月 １５日，由两名经过统一培训的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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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在教室内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匿名问卷调

查，统一指导语，若受试者无法阅读或不理解条目，
由医务人员讲解并根据受试者选择进行记录。 每份
问卷完成耗时约 ２０ ｍｉｎ，由调查人员当场统一回收。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统计分析。 对研究对象的
一般资料、ＳＳＲＳ、ＵＣＬＡ－ＬＳ及 ＩＲＩＤＳ评分进行描述
性分析。 其中一般资料中的有无恋爱经历和生源地
为分类变量，ＳＳＲＳ、ＵＣＬＡ－ＬＳ及 ＩＲＩＤＳ评分为连续
变量，使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Ｋ－Ｓ）检验不同恋
爱经历及生源地中专护生的 ＳＳＲＳ、ＵＣＬＡ －ＬＳ 及
ＩＲＩＤＳ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 均 ＞０．０５），说明其
均符合正态分布。 因此，比较不同恋爱经历及生源

地中专护生的 ＳＳＲＳ、ＵＣＬＡ －ＬＳ 及 ＩＲＩＤＳ评分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方法对
ＳＳＲＳ、ＵＣＬＡ－ＬＳ 及 ＩＲＩＤＳ 评分进行相关分析。 对
社会支持及人际关系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分析采用

多重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中专护生 ＳＳＲＳ评分
　　中专护生 ＳＳＲＳ总评分为（３２．４６ ±５．１４）分，客观
支持为（７．０８±１．８９）分，主观支持为（１７．７０ ±３．５５）分，
对支持的利用度为（７．６７ ±１．６１）分。 有无恋爱经
历及不同生源地护生的 ＳＳＲＳ 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０．０５）。 见表 １、表 ２。

表 １　不同恋爱经历护生 ＳＳＲＳ 评分比较（ x— ±s，分）

组　　别
ＳＳＲＳ评分

总评分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有恋爱经历（n ＝４５） ３３ 舷．１１ ±５．１５ １８ 鞍．４２ ±３．４５ ７ }．０４ ±２．３２ ７ _．６４ ±１．７６

无恋爱经历（n ＝１６１） ３２ 舷．２７ ±５．０３ １７ 鞍．５０ ±３．５７ ７ }．０９ ±１．７６ ７ _．６８ ±１．５７

t ０ !．９７０ １  ．５４０ －０  ．１５０ －０ 眄．１２０

P ０ !．３３５ ０  ．１２５ ０  ．８７９ ０ 眄．９０５

注：ＳＳＲ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表 ２　不同生源地护生 ＳＳＲＳ 评分比较（ x— ±s，分）

组　　别
ＳＳＲＳ评分

总评分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城镇护生（n ＝４９） ３２ 舷．６８ ±４．９５ １７ 鞍．８５ ±３．３９ ７ }．０１ ±１．９１ ７ _．６９ ±１．５７

农村护生（n ＝１５７） ３２ 舷．０８ ±５．５６ １７ 鞍．４５ ±３．９４ ６ }．９４ ±１．８４ ７ _．６９ ±１．７４

t ０ !．７１０ ０  ．７００ ０ 沣．６１０ ０ 哪．００１

P ０ !．４７８ ０  ．４８５ ０ 沣．５４３ ０ 哪．９９９

注：ＳＳＲ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２．２　中专护生 ＩＲＩＤＳ评分
中专护生 ＩＲＩＤＳ 总评分为（１１．６７ ±４．６６）分，

其中 ＩＲＩＤＳ评分为 ９ ～１４分的 ９８人（４７．６％），１５ ～
２８分的 ５５ 人（２６．７％）。 有恋爱经历护生的异性交

往评分低于无恋爱经历护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９８ ±１．３９）分 ｖｓ．（２．５７ ±１．４９）分，t ＝－２．３７，
P＝０．０１９］。 不同生源地护生的 ＩＲＩＤＳ总评分及各
维度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０．０５）。 见
表 ３、表 ４。

表 ３　不同恋爱经历护生 ＩＲＩＤＳ 评分比较（ x— ±s，分）

组　　别
ＩＲＩＤＳ 评分

总评分 交谈行为 交际交友 待人接物 异性交往

有恋爱经历（n ＝４５） １０  ．８４ ±３．９０ ３ !．１６ ±１．５４ ３ S．８７ ±１．５５ １ 厖．８４ ±１．３８ １ 贩．９８ ±１．３９

无恋爱经历（n ＝１６１） １１  ．９０ ±４．８４ ３ !．２７ ±１．６５ ４ S．２３ ±１．７８ １ 厖．８４ ±１．５０ ２ 贩．５７ ±１．４９

t －１ }．３５０ －０ �．４１０ －１ 後．２４０ ０ 觋．０２０ －２ E．３７０

P ０ }．１８０ ０ �．６８５ ０ 後．２１４ ０ 觋．９８１ ０ E．０１９

注：ＩＲＩＤＳ，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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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生源地护生 ＩＲＩＤＳ评分比较（ x— ±s，分）

组　　别
ＩＲＩＤＳ 评分

总评分 交谈行为 交际交友 待人接物 异性交往

城镇护生（n ＝４９） １２  ．０４ ±４．２５ ３ !．３６ ±１．５１ ４ S．２４ ±１．６１ １ 厖．９０ ±１．４３ ２ 贩．５４ ±１．４３

农村护生（n ＝１５７） １０  ．８８ ±５．６１ ２ !．９４ ±１．９６ ４ S．０２ ±１．９６ １ 厖．７８ ±１．６４ ２ 贩．１４ ±１．５９

t １ T．５４０ １ 唵．５７０ ０ 父．７９０ ０ 觋．５１０ １  ．６６０

P ０ T．１２５ ０ 唵．１１９ ０ 父．４２７ ０ 觋．６１３ ０  ．０９８

注：ＩＲＩＤＳ，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２．３　中专护生 ＵＣＬＡ－ＬＳ评分
中专护生的 ＵＣＬＡ－ＬＳ总评分为（４６．６９ ±７．６９）

分，其中 ＵＣＬＡ －ＬＳ 总评分 ４０ ～５９ 分的 １５８ 人
（７６．７％），６０ ～８０ 分的 １６人（７．８％）。 有无恋爱经
历［（４６．０９±８．４３）分 ｖｓ．（４６．８６ ±７．４９）分，t ＝－０．５９，
P＝０．５５２］及不同生源地［（４６．４８ ±７．６８）分 ｖｓ．
（４７．４３ ±７．７７）分， t＝－０．７５，P ＝０．４５２］护生的
ＵＣＬＡ－ＬＳ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０．０５）。

２．４　相关分析

ＵＣＬＡ－ＬＳ与 ＳＳＲＳ总评分呈负相关（r＝－０．３６８，
P＜０．０１），与 ＳＳＲＳ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P均＜
０．０５）。 同时，ＵＣＬＡ－ＬＳ与 ＩＲＩＤＳ 总评分呈正相关
（r＝０．５５２，P＜０．０１），与 ＩＲＩＤＳ 各维度评分均呈正
相关（P均＜０．０１）。 ＳＳＲＳ总评分、主观支持及对支
持的利用度评分与 ＩＲＩＤＳ总评分及其各维度评分均
呈负相关（P均＜０．０５）。 见表 ５。

表 ５　ＳＳＲＳ、ＩＲＩＤＳ 与 ＵＣＬＡ －ＬＳ 评分相关分析（ r）

因　子
ＳＳＲＳ
总评分

客观

支持

主观

支持

对支持的

利用度

ＩＲＩＤＳ
总评分

交谈

行为

交际

交友

待人

接物

异性

交往

ＵＣＬＡ －ＬＳ
总评分

ＳＳＲＳ 总评分 １ 妹０ ,．６５０ ａ ０ 忖．８５３ ａ ０ 槝．４７０ ａ －０ P．３５４ ａ －０  ．３３３ ａ －０ 技．３１４ ａ －０ r．１９２ ａ －０ (．１９５ ｂ －０ 揶．３６８ ａ

客观支持 ０ v．６５０ ａ １ y０ 忖．３１１ ａ ０ 槝．２０４ ａ －０ P．１０７ －０  ．０９８ －０ 技．０９９ －０ r．０３０ －０ (．０８８ －０ 揶．１６３ ｂ

主观支持 ０ v．８５３ ａ ０ ,．３１１ ａ １ /０ 槝．１６１ ｂ －０ P．３２４ ａ －０  ．３１４ ａ －０ 技．２６０ ａ －０ r．１７８ ａ －０ (．１９４ ｂ －０ 揶．３３０ ａ

对支持的利用度 ０ v．４７０ ａ ０ ,．２０４ ａ ０ 忖．１６１ ｂ １ 邋－０ P．２６６ ａ －０  ．２１７ ａ －０ 技．３０４ ａ －０ r．１８７ ａ －０ (．０５４ －０ 揶．２７２ ａ

ＩＲＩＤＳ 总评分 －０ w．３５４ ａ －０ -．１０７ －０ 沣．３２４ ａ －０ 櫃．２６６ ａ １ 湝０  ．７０７ ａ ０ 换．８１６ ａ ０ q．６４４ ａ ０ '．７０６ ａ ０ 葺．５８７ ａ

交谈行为 －０ w．３３３ ａ －０ -．０９８ －０ 沣．３１４ ａ －０ 櫃．２１７ ａ ０ O．７０７ ａ １ R０ 换．４４６ ａ ０ q．２３２ ａ ０ '．３５５ ａ ０ 葺．４２４ ａ

交际交友 －０ w．３１４ ａ －０ -．０９９ －０ 沣．２６０ ａ －０ 櫃．３０４ ａ ０ O．８１６ ａ ０  ．４４６ ａ １  ０ q．４３４ ａ ０ '．４７９ ａ ０ 葺．４９４ ａ

待人接物 －０ w．１９２ ａ －０ -．０３０ －０ 沣．１７８ ａ －０ 櫃．１８７ ａ ０ O．６４４ ａ ０  ．２３２ ａ ０ 换．４３４ ａ １ 揪０ '．２８８ ａ ０ 葺．３６０ ａ

异性交往 －０ w．１９５ ｂ －０ -．０８６ －０ 沣．１９４ ｂ －０ 櫃．０５４ ０ O．７０６ ａ ０  ．３５５ ａ ０ 换．４７９ ａ ０ q．２８８ ａ １ t０ 葺．３３１ ａ

ＵＣＬＡ －ＬＳ
总评分

－０ w．３６８ ａ －０ -．１６３ ｂ －０ 沣．３３０ ａ －０ 櫃．２７２ ａ ０ O．５８７ ａ ０  ．４２４ ａ ０ 换．４９４ ａ ０ q．３６０ ａ ０ '．３３１ ａ １ *

注：ＳＳＲ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ＩＲＩＤＳ，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ＵＣＬＡ －ＬＳ，ＵＣＬＡ 孤独量表；ａP ＜０．０１，ｂP ＜０．０５

２．５　中专护生 ＳＳＲＳ、ＩＲＩＤＳ 与 ＵＣＬＡ －ＬＳ 评分的
多重回归分析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以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
支持的利用度及交谈行为、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和异
性交往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人际关系中的交际交友、交谈行为和待人
接物与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可

以预测中专护生的孤独感。 见表 ６。

３　讨　　论

本研究中专护生 ＳＳＲＳ 总评分及客观支持、主

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均低于国内常模［１５］ ，
提示该地区中专护生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社会支
持状况欠佳，这与李静芝等［１６ －１７］

的研究结果相似。
其中主观支持维度评分最高，客观支持度和对支持
的利用度较低，说明高校应引导中专护生发现客观
支持的条件并予以充分利用，如学校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委员、年级辅导员、学生会等。 本研究显示，
７０％左右的护生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困扰，与
邓信芳等

［１８ －１９］
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与学生所

处的学校环境比较单一、交往的人比较简单（多为
同学和老师），且接触学校之外的社会环境较少，需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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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ＳＳＲＳ、ＩＲＩＤＳ 与 ＵＣＬＡ －ＬＳ 评分回归分析
模　　型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Βｅｔａ 值 t P

常　　量 ４８ |．０８ ３ 殮．７０ － １２  ．９８ ＜０ Y．０１

交际交友 １ |．０７ ０ 殮．３１ ０ 烫．２４ ３  ．４８ ＜０ Y．０１

交谈行为 ０ |．９０ ０ 殮．３１ ０ 烫．１８ ２  ．７８ ＜０ Y．０１

待人接物 ０ |．９６ ０ 殮．３３ ０ 烫．１８ ２  ．８５ ＜０ Y．０１

主观支持 －０ |．３１ ０ 殮．１３ －０ 烫．１５ －２  ．４１ ０ Y．０１７

对支持的利用度 －０ |．５８ ０ 殮．２８ －０ 烫．１３ －２  ．１８ ０ Y．０３０

注：R ＝０．５９３，R２ ＝０．３５２，F ＝２１．７４，P ＜０．０１

要待人接物的机会较少有关。 此外，有恋爱经历护
生的异性交往评分低于无恋爱经历护生，说明恋爱
经历可缓解异性交往困扰，这可能与无恋爱经历女
生对异性交往产生过多担心、期待，且卫生学校异性
交往机会少有关

［２０］ 。 另外，中专护生普遍存在孤独
感，大部分处于中等孤独，少部分处于高等孤独，这
与梁梅等

［２］
的结果基本一致。 但本研究中护生的

中、高等孤独比例较本科护生低，较国外护生孤独感
评分也低

［２１］ 。 这可能与中专护生学业任务较轻，有
更多课余时间参与人际交往有关。 因此，高校应重
视中专护生普遍孤独的现状，鼓励其多参与课外活
动，降低其孤独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ＵＣＬＡ－ＬＳ与 ＳＳＲＳ 总评分及

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降低
孤独感程度，这与谭雪晴等［９，２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
因此，在校护生应主动与同学、家庭成员、邻居等建
立良好关系，以期在遇到烦恼或急难情况时能及时
获得主观和客观帮助，降低孤独的不良心理体验。
ＵＣＬＡ－ＬＳ 与 ＩＲＩＤＳ 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呈正相
关，表明个体人际关系越差，待人接物、交谈交际等
困扰越大，其孤独程度越高，这与刘倩等［５］

的研究

结果相似。 对此，高校应开设人际沟通课程，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人际交往，学生应掌握人际交往的必要
技巧，如尊重、赞美、倾听等，在与人交往中悦纳自己
而不过分追求完美，从而降低孤独程度。 中专护生
ＳＳＲＳ总评分、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与
ＩＲＩＤＳ总评分及其各维度评分呈负相关，表明社会
支持水平越高，人际关系越好，这与秦向荣等［２３］

的

研究结果一致。 相对客观支持而言，个体在社会中
受尊重和理解的主观情感体验及利用度对人际交往

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高校除了创造必要的客观支持
条件，还应营造一种关爱和理解学生的环境氛围，并

鼓励他们积极、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
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进入

回归方程，表明其更能预测中专护生的孤独水平。
这说明在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中，主观支持相
对客观支持而言作用更大。 当中专护生主观上感受
到被理解、支持，即使客观支持条件不太丰富，也不
会导致较高的孤独感。 所以，高校在对学生心理问
题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不能仅关注其人际交往情况，
更应该关注他们的主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程

度。 人际关系中的交际交友、交谈行为及待人接物
进入回归方程，能预测中专护生的孤独水平。 因此，
要降低中专护生的孤独体验，提高学习效率及社会
适应水平，应着力帮助其克服与人交往中基本的交
谈、交际交友困扰，并对未来面临更多的待人接物交
往提前给予指导。
综上所述，中专护生的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及孤

独感现状都存在不同程度问题，人际关系中的交际、
交谈、待人接物困扰与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对支
持的利用度可以预测中专护生的孤独感。 改善人际
关系与社会支持度，可能有利于降低孤独感，促进中
专护生的心理健康，高校应引起重视，予以关注并采
取相应干预方法。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取样方
式，本研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采用随机取样，尽管本
研究选取了同期总体的近 １／３（２１０／６００），但将本研
究结果推论到其他中专护生时仍需较为谨慎；②尽
管本研究在所关心的问题上得到了阳性发现，但作
为调查研究而言，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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