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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经历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合
理引导医学生参与“一助一”社区志愿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全日制在校三年级医
学相关专业学生 153人，其中志愿者 86人、非志愿者 67人，采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调查。［结果］
医学生志愿者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各维度得分高于非志愿者，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和学习行为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医学生志愿者社会支持及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维度得分高于非志愿者，而医学生志愿者客观支持维度得分低于非志愿者，
其中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医学生的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社会支持得分
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呈正相关；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
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 125 9。［结论］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经历对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响，社会支
持在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倡导医学生参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
服务，合理规划服务次数并提供多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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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c self ⁃ efficacy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and provide a basis for
rationally guiding medic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 of "one help one".
Methods：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to extract 153 full⁃time third⁃year medical related students in Fengyang College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including 86 volunteers and 67 non-volunteers. The Academic Self ⁃Efficacy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were used to conduct this investigation. Results：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its all dimensions of medical students of volunteer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volunteers.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behavior dimension（P<0. 05）.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subjective support dimension and support utilization dimension of medical
student volunteer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volunteers，but the score of objective support dimension of medical student volunteer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non-volunteers，and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objective
support dimension（P<0. 05）.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self ⁃efficacy. The results of Bootstrap test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played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academic
self ⁃ efficacy，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 125 9. Conclusion：The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medical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played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It is recommended to advocate medic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 health promotion volunteer service，
rationally plan the number of services and provide multi⁃faceted support.
Keywords medical students；volunteer service；academic self-efficacy；social support；mediating role；communit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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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人口老龄化进

程不断加快，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性

病）的患病率呈现持续快速增长趋势，慢性病已成为威

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1]。多数慢性病病人在积

极、合理的医学干预和行为干预下，其生活质量和健康

状况得到改善 [2⁃3]。但是我国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社区

医务人员缺口较大，医学生参与的“一助一”社区志愿

服务（一支医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为一个社区慢性病病

人提供经常性的志愿服务）作为社区慢性病管理潜在

的重要资源，是我国社区慢性病管理工作中亟待发展

建设的内容。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志愿服务活动可能

给医学生带来诸如失去专业学习热情、对于职业发展

前景感到失望、产生志愿服务倦怠、自我效能感下降等

负面影响 [4⁃6]。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是否能实

现学业目标所需能力的判断和信心，包括学习能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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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部分 [7]。相关研究

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学业拖延 [8]、学习倦

怠水平较低 [9]，评判性思维能力较强 [10]。学业自我效

能感高的医学生面对学习更加自信，能够积极地面对

学业中的困难、压力。而社会支持是影响人们社会生

活、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

会支持的个体，倾向于产生亲社会行为 [11]，更加信任他

人 [12]，生涯适应力更强 [13]，学习更加主动、积极 [14]。本

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医学生志愿者学业自我效

能感、社会支持状况，探讨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社

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经历的关系，以及社会支

持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医学生学业自我效

能感，合理引导医学生参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

服务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根据 Kendall所提出的样本含量粗略

估计方法，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在山西医科大学汾

阳学院全日制在校三年级医学相关专业学生中抽取志

愿者 86人（志愿者组）和非志愿者 67人（非志愿者组），

共 153人。志愿者纳入标准：2017年 6月—2018年 5月
参与课题“医学生志愿者对社区老年脑卒中病人自我

管理的支持效果研究”，未参与其他任何类型的志愿服

务活动，且自愿参与本研究者。非志愿者纳入标准：选

取未参与任何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者且自愿参与本研

究者。

1. 2 调查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专业、

生源地、文理科、民族、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生会或班

级干部、是否党员或预备党员、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家

庭经济状况、参与志愿服务次数。②学业自我效能感

量表：由梁宇颂 [7]参考 Pinteieh和 De Groot的问卷中有

关维度编制而成，量表共计 22个条目，包括学习能力

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2个维度，每个维

度包含 11个条目 。该量表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非

常不同意”计 1分，“非常同意”计 5分。在本研究中，该

量表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 0.829，各维度的重测信度

为 0.975，0.826。③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由肖水源设计，包括客观支持（3
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3个条目）3个维度，共 10个条目。考虑到本次问卷调

查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对原量表稍做改动。将“邻

居”替换成“不同班级的同学”；将“同事”替换成“同

学”；将“夫妻”替换成“恋人”；将“配偶”替换成“恋人”；

删除第 5题中“儿女”这一项。量表的计分方法如下：

1~4题，8~10题每题只选 1项，选择哪个数字就计几

分；第 5题有 A、B、C、D 4个小题，“无”计 1分，“全力”

计 4分；第 6题和第 7题如回答“无任何来源”，计 0分，

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计几分 [15]。量表得分越高，

社会支持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间隔两周的重

测信度为 0.819，各维度的重测信度为 0.700，0.700，
0.701。
1. 3 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按照统一的

指导语，指导调查对象填写，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回收

后调查员双人检查核对。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180份，

回收有效问卷 153份，有效回收率 85%。

1. 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统计描述、χ2检验、t检验、相关分析，依据 Zhao等[16⁃17]

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采用 Bootstrap方法检验社

会支持在志愿活动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作

用。上述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153人中，志愿者 86人（占 56.2%，称

为志愿者组），非志愿者 67人（占 43.8%，称为非志愿

者组）。两组医学生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体见表 1。
2. 2 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 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

感得分为（76.21±8.04）分，说明医学生整体的学业自

我效能感水平较高（量表总分为 110分）。志愿者组学

业自我效能感 [（77.71±7.54）分]及学习能力自我效能

感 [（39.99±4.47）分]、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7.72±
4.10）分]得分均值高于非志愿者组学业自我效能感

[（74.28±8.30）分]及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8.61±
4.87）分]、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5.67±4.19）分]，两
组的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1），见表 2。
2. 3 社会支持水平 医学生的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

总分及男生的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的得分与常模 [18]基

本一致 ，但女生的客观支持高于常模，而主观支持低

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表 4。医学生志愿

者组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维度得分

均值高于医学生非志愿者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支持

利用度得分，而医学生志愿者组客观支持维度得分低

于医学生非志愿者组客观支持得分，其中主观支持维

度及社会支持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客

观支持维度和支持利用度维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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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志愿者组与非志愿者组一般资料比较 单位：人

项目

性别

专业

生源地

文理科

民族

独生子女

学生会或班级干部

党员或预备党员

父亲受教育程度

母亲受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分类

男

女

护理学

临床医学

康复

农村

城市

理科

文科

汉族

其他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小学

初中

高中（含中专）

本科及以上（含专科）

小学

初中

高中（含中专）

本科及以上（含专科）

<1 500元
1 500~<3 000元
3 000~<4 500元
≥4 500元

志愿者组（n=86）
15
71
43
37
6
59
27
32
54
83
3
15
71
23
63
6
80
12
41
25
8
15
43
20
8
10
48
17
11

非志愿者组（n=67）
9
58
35
27
5
40
27
26
41
65
2
13
54
16
51
3
64
4
33
21
9
12
27
20
8
11
29
16
11

χ2值

0.458

0.116

1.307

0.041

0.097

0.163

0.093

2.958

1.657

2.444

P

0.499

0.944

0.253

0.840

1.000

0.756

0.687

0.760

0.398

0.647

0.485

表 2 志愿者组与非志愿者组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比较（x±s） 单位：分

组别

志愿者组

非志愿者组

t值

P

人数

86
67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9.99±4.47
38.61±4.87
1.817
0.071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7.72±4.10
35.67±4.19
3.035
0.003

学业自我效能感

77.71±7.54
74.28±8.30
2.667
0.008

表 3 男生与全国 10城市社会支持参考常模 [18]比较（x±s） 单位：分

组别

男生

常模

P

人数

24
474

客观支持

7.42±1.77
8.10±2.10
0.071

主观支持

20.58±3.93
21.85±3.46
0.128

支持利用度

8.42±2.17
7.82±1.80
0.190

总分

36.42±6.35
37.77±5.54
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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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社会支持与

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相关性 医学生志愿者社区

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社会支持总

分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
0.05），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得分及学业自我效能感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客观支持维度得分与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得分呈正相关（P<0.05）。主观

支持维度得分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

正相关（P<0.05），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学习行为

自我效能感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医学生志

愿者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与社会支持总

分及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呈正相关（P<0.05）。

具体见表 6。

2. 5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设置随机

抽样 5 000次，在 95%CI下，社会支持在社区慢性病健

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作用

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

服务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作用为 0.125 8，
区间不包含 0(0.008 3~0.289 0)，具有统计学意义，存

在中介效应；在控制社会支持之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

进志愿服务次数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直接效应为

0.597 4，区间不包含 0(0.180 8~1.014 0)，具有统计学

意义。这表明社会支持在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

务次数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非完全

中介作用。由于 a×b×c'（0.346 3×0.363 2 ×0.597 4）>
0，这提示本研究模型可能遗漏了与模型中假设的中介

效应方向相同的中介变量。见图 1。

3 讨论

志愿者组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领域得分

均值高于非志愿者组医学生，其中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

与参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需要医学生掌握

疾病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知识有关。相关研究发

现，社区慢性病病人的家庭访视需求主要包括基础需

求、健康教育和急救知识这 3类 [19⁃20]，基于社区慢性病

病人的需求，医学生志愿者需要主动学习并掌握血压、

表 6 医学生志愿服务次数、社会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相关（r值）

项目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分

志愿服务次数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0.260①

0.115
0.124
0.248①

0.282②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0.279②

0.223①

0.143
0.305②

0.347②

学业自我效能感

0.306②

0.189
0.151
0.313②

0.356②

志愿服务次数

0.242①

0.088
0.217①

0.262①

1.000
① P<0.05；② P<0.01。

图 1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模型

表 4 女生与全国 10城市社会支持参考常模 [18]比较（x±s） 单位：分

组别

女生

常模

P

人数

129
468

客观支持

8.11±1.89
7.74±1.98
0.029

主观支持

20.02±3.16
21.27±3.44
<0.01

支持利用度

8.24±1.65
8.03±1.70
0.151

总分

36.37±4.91
37.04±5.11
0.125

表 5 志愿者组与非志愿者组医学生社会支持得分比较（x±s） 单位：分

组别

志愿者组

非志愿者组

t值

P

人数

86
67

客观支持

7.94±1.72
8.07±2.09
-0.431
0.667

主观支持

20.72±3.05
19.33±3.44
2.652
0.009

支持利用度

8.47±1.83
8.01±1.58
1.600
0.112

总分

37.13±4.90
35.42±5.32
2.063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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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监测以及安全用药知识、健康饮食知识等相关知

识和技能；同时，社区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有助于培养医

学生志愿者的爱心，增强医学生志愿者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提高其人文关怀能力 [21⁃23]。医学生志愿者更加

重视自身是否能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因而能

够主动充实自己。同时，参与上述社区慢性病健康促

进志愿服务活动，为医学生志愿者将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提供了平台，有利于提升其主动学习能力 [20,24]。

医学生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及男生的主观

支持与客观支持得分与常模 [18]基本一致，但女生的客

观支持高于常模，而主观支持则低于常模，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说明被试中女生客观支持水平高于女大学生

常模，主观支持水平低于女大学生常模。我国医学院

校男女比例失衡，其中女生占大部分，因而女生能够更

多地参与各种活动，得到来自学校、老师的多方支持；

但是医学专业性强，就业面窄，感受到的升学、就业等

压力可能更大。

志愿者组医学生社会支持及主观支持、支持利用

度得分均值高于非志愿者组医学生，而志愿者组医学

生客观支持得分低于医学生非志愿者组客观支持得

分，其中主观支持得分及社会支持总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与以往研究结果 [11]一致 。这可能与参与社区慢

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医学生志愿者与小

组成员共同合作，互相支持；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的同

时，得到服务对象的信任有关。这些都使其能感受到

更多的支持，对其社会支持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在

大力倡导志愿服务活动的今天，社会、学校等机构也为

志愿者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通过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

志愿服务次数、社会支持得分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

呈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 [25⁃26]一致 。同时，社区慢性

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与社会支持得分呈正相关，

根据温忠麟等 [27]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法，三者符合中

介效应的基本条件。经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参与社区

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医学生的社会支持（中介变

量）在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自变量）与

学业自我效能（因变量）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

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经历不仅作用于医学

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还间接通过社会支持作用于医

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是社区慢性病健康

促进志愿服务经历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正向关系的作用

机制之一。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经历一方面

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证实了社区慢性病健康促

进志愿服务经历是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

素；另一方面，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经历还通

过社会支持来间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证实了社会

支持是医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即随着医

学生参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志愿服务次数的增加，

其具有的社会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增加。

4 小结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在慢性病志愿服务经历与学

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已被证实。重

视医学生志愿服务的社会需求和价值的同时，应对医

学生志愿者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予以高度重视。学校应

与社区紧密合作，为医学生参与社区慢性病健康促进

志愿服务提供更好的环境，合理规划服务次数，提供积

极、多方位的支持，持续推进医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深

入开展。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锻炼医学生的社会

实践能力，提高医学生志愿者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

促进其更好地成长成才，达到社会、学校和学生多方共

赢的效应。同时，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还提示社会支持

可能不是唯一的中介变量，存在其他与模型中假设的

中介效应方向相同的中介变量，还需进一步研究和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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