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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 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续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在全球范围传播，呈世界范围内流行。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医学与医学

大学生对于 COVID-19 的认知水平、防范意识行为、心理焦虑程度等方面有无差异。方法 利用问卷星自

行设计问卷内容，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 1648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大学生分为医学生和非医学生

两组，问卷填写时间设定为 2020 年 3 月 3 日 00:00 至 3 月 10 日 24:00。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卡方检验对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总共收回问卷 1648 份，来自非医学生的问卷 485 份，非医学生的问卷 1163
份。COVID-19 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方面，非医学生中，61.3%的被调查者对 COVID-19 较为感兴趣，66.2%
的被调查者主动了解病毒知识，62.1%的被调查者主动了解传染病知识，31.1%的被调查者看医学相关电影

或或电视剧；医学生被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66.4%，73.6%，68.1%，68.1%，与非医学生的占比相

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COVID-19 的防范行为意识方面，非医学生中，46%的被调查者备有 N95 口罩，

88.5%的被调查者备有消毒用品，55.9%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共场合需戴眼罩，15.4%的被调查者仍选择公共交

通出行，15.9%的被调查者近 1 周内去过公共场所；医学生被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54%，80.5%，

49.5%，20.9%，25.6%，与非医学生的占比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心理健康状况方面，非医学生中，

46.2%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对生活的影响较大，29.9%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对学习的影响较大，

25.8%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对心情的影响较大，27.3%的被调查者心情为焦虑紧张甚至害怕；在医学

生被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52.2%，51.1%，33.2%，36.3%，与非医学生的占比相比，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求职意向与职业招聘方面，非医学生中，35.9%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对求职意向有影响，

48.7%的被调查者再给一次机会的话会选择医学，72.2%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对职业招聘有影响；在

医学生被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42.9%，64.5%，78.7%，与非医学生的占比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医学生对 COVID-19 的新闻更为感兴趣，更加主动了解相关医学知识。非医学生防护意识强

于医学生。COVID-19 疫情对医学生的生活，学习，心情影响更大，医学生表现出更强的焦虑心理。此外，

COVID-19 对医学生的求职意向及职业招聘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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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ckground Since December 2019, a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with an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has been discovered in some hospitals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Covid-19 has spread globally, making it 
a worldwide epidemic at presen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n-medical and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gnitive level, preventiv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anxiety of COVID-19 and job 
application intentions during the epidemic.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648 college 
students by snowball sampl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Colleg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medical students and non-medical students. The time for filling 
in the questionnaire was set from 00:00 on March 3rd to 24:00 on March 10th, 2020. Results A total of 1648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485 from non-medical students and 1163 from non-medical students. In 
terms of cognition of COVID-19-related knowledge, among non-medical students, 61.3% were interested in 
COVID-19, 66.2% took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about virus, 62.1% took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31.1% watched medically related movies or TV series. Among the medical students, the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were 66.4%, 73.6%, 68.1% and 68.1%,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proportions of 
non-medical studen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awareness of COVID-19 prevention 
behaviors, among the non-medical students, 46% of the respondents had N95 masks, 88.5% had disinfection 
supplies, 55.9%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o wear eye masks in public places, 15.4% still cho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15.9% had been to public places in the last week. Among the medical students surveyed, the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were 54%, 80.5%, 49.5%, 20.9% and 25.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proportions of non-medical student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mental health, among 
the non-medical students, 46.2%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COVID-19 hada bigger influence on life, 29.9%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COVID-19 hada bigger influence on study, 25.8%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COVID-19 had 
a bigger influence on mood, 27.3% of respondents in the mood for anxiety and even fear, and in medical students 
surveyed, the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were 52.2%, 51.1%, 33.2% and 36.3%.Compared with the non-medicine 
proportion,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job search intentions and career recruitment, 
among non-medical students, 35.9%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COVID-19 hadan impactontheir goal, 48.7%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medical, 72.2% of respondents believed COVID-19 
hadan impact on job application, and in medical students surveyed, the corresponding proportions were 42.9%, 
64.5% and 78.7%, compared with the non-medicine proportion,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Medical students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news about COVID-19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understand relevant medical knowledge. Non-medical students have a stronger sense of protection than medical 
students.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life, study and mood of medical students. The 
medical students showed greater anxiety. In addition, COVID-19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edical students' job 
search intentions and career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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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医院陆

续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证实为一种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1, 2]。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新型冠状病毒命名 
为“2019-nCoV”，2 月 11 日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

名为“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3, 4]。

COVID -19 对全球健康构成威胁，是自“非典”以来

最严重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截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3
月 22 日上午 10 时，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共确诊 81498 例，死亡 3267 例[5, 6]。新冠肺炎已在

全球美国，意大利，日本，伊朗等 150 多个国家传

播，呈世界范围内流行[7]。截至 2020 年 4 月 12 日，

感染人数已达数 180 万人[8-10]。 
由于家庭作用及对新知识的接纳性，大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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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预防行为在人群中的推广起较大的作

用[11]。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有必要进行大学生对

COVID-19 预防知识及心理学行为探究。根据以往

的研究，大学生的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行为，例如

SARS 和 H1N1 受知识水平、对疾病的态度和风险认

知的影响[12, 13]。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医学生与

非医学生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及防护行为差异的

探讨。本研究通过知信行（认知、态度、行为）问

卷格式进行调查，探究非医学与医学大学生对于 
COVID-19 的认知水平、防范意识行为、心理和求

职情况，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政府机构、医疗保健部

门和大学生教育部门在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

况下，思考如何保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求职需求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人群 
调查对象为来自全国各省不同专业的大学生，

分为医学专业及非医学专业。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

法，被调查者自愿参加。 
1.2 研究方法 
于 2020年 3月 3日至 10日,自行设计COVID-19

相关知信行调查问卷“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认知防范及心理求职的相关调查”，内容包

括被调查者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学位等），

COVID-19 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是否了解

COVID-19 及其传染性、是否主动学习传染病及病

毒相关知识等），公众对 COVID-19 的防范行为意

识（是否备有口罩、消毒用品，外出交通工具选择，

是否去过公共场所等），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焦虑

和抑郁评估、担忧感染的程度、焦虑紧张情绪，对

毕业的影响等）。通过使用国内广泛使用的专业在

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发放问卷内容，对研究

对象进行调查。对 1648 份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1.3 GAD-7 量表 
GAD-7 量表是检测是否有焦虑障碍的量表，通

过回答以下问题：1）是否感到不安，担心及烦躁；

2）能否停止担心；3）对各种各样的事情过度担心；

4）很紧张，难以放松；5）焦虑，无法静坐；6）变

得容易烦恼或易激怒；7）感到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根据严重程度每题评分为 0-3 分，总分 0-4 分间考虑

无焦虑症，5-9 分为轻度焦虑症，10-14 分为中度焦

虑症，15-21 分为重度焦虑症。 
1.4 CES-D 量表 
CES-D 量表为抑郁自评量表，通过被调查者回

答 1 周内的心理问题[14]，总分<15 分考虑无抑郁症

状，15-20 分可能有抑郁症状，>20 分较大可能考虑

抑郁。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软件对 1648 份问卷进行统计分

析。非医学生与医学生在对于 COVID-19 的认知水

平、防范行为及心理求职等的对比，采用 χ2 检验进

行比较，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总共收到问卷 1709 份，其中有 28 份

问卷未填写性别，33 份问卷未填写专业，因此共剔

除 61 份，总共回收有效问卷 1648 份，有效应答率

为 96.4%。来自非医学生的问卷 485 份，医学生的

问卷 1163 份。非医学生中男女性别比为 1：0.86
（224/261）；本科生与硕博比为 160:1（480/3）。

医学生中男女性别比为 1：0.55（411/751）；本科

生与硕博比为 25.09:1（577/23）（表 1）。 

表 1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 

 非医学生 医学生 

性别   

男 224（46.2%） 411（35.4%） 

女 261（53.8%） 751（64.6%） 

学位   

本科 480（99.38%） 577（96.17%） 

硕博 3（0.62%） 23（3.83%） 

家庭所在地   

湖北 3（0.6%） 66（5.7%） 

其他地区 482 (99.4%) 1096（94.3%） 

2.2 认知 
本问卷设置关于 COVID-19 的认知情况包括了

解程度、对其传染性的认知、对新闻报告的关注程

度及疫情发生后是否主动了解相关知识等。 
在非 医学生中 ， 98.6% 的被 调查者了 解

COVID-19，99.4%的被调查者知道 COVID-19 为传

染病，94.6%的被调查者认为其传染性强，80.8%的

被调查者对 COVID-19 的新闻报道较为关注。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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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有 98.6%的被调查者了解 COVID-19，99.2%
的被调查者知道 COVID 为传染病，94.9%的被调查

者认为其传染性强，82.1%的被调查者对 COVID 的

新闻报道较为关注。在这些问题中，医学生与非医

学生两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均 P>0.05）。 
在非医学生中，61.3%的被调查者对 COVID 较

为感兴趣，66.2%的被调查者主动了解病毒知识，

62.1%的被调查者主动了解传染病知识，31.1%的被

调查者看医学相关电影或或电视剧。而在医学生被

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66.4%，73.6%，68.1%，

68.1%，均显著高于非医学生组，两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分别为：χ2=4.062，P<0.05；χ2=9.163，
P<0.001；χ2=5.533，P<0.05；χ2=190.702，P<0.001）

（表 2）。 
2.3 防护 
非医学生中，46%的被调查者备有 N95 口罩，

88.5%的被调查者备有消毒用品，55.9%的被调查者

认为公共场合需戴眼罩，15.4%的被调查者仍选择公

共交通出行，15.9%的被调查者近 1 周内去过公共场

所。而在医学生被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54%，80.5%，49.5%，20.9%，25.6%。两组仅在是

否备有口罩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

问题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χ2=4.296，
P<0.05；χ2=15.347，P<0.001；χ2=5.598，P<0.05；
χ2=6.519，P<0.05；χ2=18.280，P<0.001）（表 3）。 

 

表 2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被调查者对于新冠肺炎认知情况比较 

 非医学生 医学生 χ2 P 

COVID 是否了解 478（98.6%） 1145(98.6%) 1.083 0.298 

是否知道 COVID 为传染病 482（99.4%） 1153(99.2%) 0.115 0.734 

传染性强弱 489（94.6%） 1103（94.9%） 0.056 0.813 

关注新闻 392（80.8%） 954(82.1%) 0.372 0.542 

是否感兴趣 297（61.3%） 772(66.4%) 4.062 0.044 

是否主动了解病毒知识 321（66.2%） 855（73.6%） 9.163 0.002 

是否主动了解传染病 301(62.1%) 791（68.1%） 5.533 0.019 

是否看医学电影电视剧 151(31.1%) 791(68.1%) 190.702 <0.001 

表 3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被调查者对于新冠肺炎防护情况比较 

 非医学生 医学生 χ2 P 

是否备有口罩 471（97.1%） 1106（95.2%） 3.141 0.076 

是否备有 N95 口罩 223（46%） 470（54%） 4.296 0.038 

是否备有消毒用品 429（88.5%） 935(80.5%) 15.347 <0.001 

是否需要戴眼罩 271（55.9%） 575（49.5%） 5.598 0.018 

是否选择公共交通 75（15.4%） 243（20.9%） 6.519 0.011 

近 1 周是否参加聚会 11（2.3%） 42（3.6%） 1.992 0.158 

近 1 周是否去过公共场所 77（15.9%） 297（25.6%） 18.280 <0.001 

 
2.4 心理 
调查结果显示，非医学生中，46.2%的被调查者

认为 COVID-19 对生活的影响较大，29.9%的被调查

者认为 COVID-19 对学习的影响较大，30.7%的被调

查者认为 COVID-19 对家庭的影响较大，25.8%的被

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对心情的影响较大，27.3%的

被调查者心情为焦虑紧张甚至害怕，而在医学生中，

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52.2%，51.1%，37%，33.2%，

36.3%，均明显高于非医学生，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分别为：χ2=4.872，P<0.05；χ2=62.299，
P<0.001；χ2=5.926，P<0.05；χ2=8.864，P<0.001；
χ2=12.467，P<0.001）（表 4）。 

此外，非医学生中，53%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可怕，23.3%的被调查者认为疫情对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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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影响，3.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可能会感染

COVID-19，7.1%的被调查者有中重度焦虑。医学生

被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63.5%，39.1%，

10.9%，11.7%，均显著高于非医学生，两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χ2=15.839，P<0.01；
χ2=30.780，P<0.01；χ2=20.443，P<0.01；χ2=5.844，
P<0.05），而两组在 COVID-19 是否影响实验进度、

是否需要心理帮助及两组的抑郁状态评估（CES-D
量表）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均 P>0.05）（表 4）。 

2.5 求职意向 
调查结果显示，非医学生中，35.9%的被调查者

认为 COVID-19 对求职意向有影响，48.7%的被调查

者再给一次机会的话会选择医学，72.2%的被调查者

认为 COVID-19 对职业招聘有影响，而在医学生被

调查者中，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42.9%，64.5%，78.7%，

均明显高于非医学生组，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χ2=8.079，P<0.01；χ2=35.933，P<0.001；χ2=8.082，
P<0.001）（表 5）。 

表 4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被调查者对于新冠肺炎心理情况比较 

 非医学生 医学生 χ2 P 

新冠对生活影响 224（46.2%） 606（52.2%） 4.872 0.027 

新冠对学习影响 145(29.9%) 594(51.1%) 62.299 <0.001 

新冠对家庭影响 149(30.7%) 430（37%） 5.926 0.015 

新冠对心情影响 125（25.8%） 386（33.2%） 8.864 0.003 

疫情以来心情 132（27.3%） 421（36.3%） 12.467 <0.001 

觉得新冠可怕吗 257（53%） 738（63.5%） 15.839 <0.001 

新冠对实验进度影响 158（32.5%） 230（38.3%） 3.787 0.052 

新冠对毕业影响 113（23.3%） 235（39.1%） 30.780 <0.001 

是否需要心理帮助 37（7.6%） 124（10.7%） 3.591 0.058 

自己感染新冠可能性 19（3.9%） 126（10.9%） 20.443 <0.001 

GAD-7 程度 28（7.1%） 78（11.7%） 5.844 0.016 

CES-D 程度 76（15.7%） 180（15.9） 0.017 0.896 

表 5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被调查者求职意向比较 

 非医学生 医学生 χ2 P 

影响求职意向 174（35.9%） 499（42.9%） 8.079 0.004 

选择或再次选择医学 236（48.7%） 750 (64.5%) 35.933 <0.001 

影响职业招聘 350（72.2%） 914 (78.7%) 8.082 0.004 

 
3 讨论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各界对一线医

护人员高度关注，积极开展后勤保障工作及采取多

项干预措施，预防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但目

前缺乏对疫情之下大学生认知防护意识及心理健康

状况水平的认知[15]。在本次进行的 1648 名参与人员

的调查中，我们对大学生的认知，防护，心理及求

职意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以分析 COVID-19 疫情

对大学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疫情发生后，医学生

对 COVID-19 的新闻更为感兴趣，更加主动了解病

毒，传染病知识，并且看医学电影及电视剧。而非

医学生防护行为更好，在消毒用品储备，眼罩佩戴，

不乘坐公共交通及不去公共场所方面强于医学生。

COVID-19 疫情对医学生的生活，学习，心情影响

更大，医学生表现出了更强的焦虑心理，并认为新

冠疫情对毕业影响更大。此外，COVID-19 对医学

生的求职意向，职业招聘影响更大。 
Amin 通过对 2083 名约旦大学不同院系研究生

或本科生调查发现，大学生对 COVID-19 的整体知

识得分为 80.1%，对 COVID-19 的基本知识有良好

的了解[16]。本次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90%的

被调查者对其病毒性质，传染性有较为正确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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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80%的被调查者对疫情相关的新闻较为关注。

这说明大学生群体对 COVID-19 的传播途径，症状

并发症和 COVID-19 高危人群有着较为普遍的了

解。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 COVID-19 病毒的认知水

平及传染性并无明显差异。然而本次调查表明，与

非医学生相比，医学生对 COVID-19 的新闻关注程

度更高，且更为积极的学习病毒及传染病相关的知

识，展示了更好的主动性。此外，医学生的知识获

得途径更为多样，除了传统方式外，还通过医学电

影及医学电视剧进行信息获取。 
有意思的是，尽管非医学生在 COVID-9 的认知

水平方面未展示优势，在个人防护方面强于医学生。

本次调查显示，更多的非医学生备有消毒用品，对

佩戴眼罩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医学生。此外，我们发

现，非医学生疫情期间不聚众的意识强于医学生。

非医学生选择地铁，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的人数更

少，且疫情期间去过公共场所的比例也小。与医学

生相比，非医学生展示了更强的防护意识，更加配

合工作，响应号召。 
当前为响应防范 COVID-19 进一步扩散所采取

的的隔离措施，学校和大学已停止面对面的教学和

学习，这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造成了许多大

学生的担忧和焦虑。理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反应可

以帮助学校人员更好的进行疏导教育工作[17]。Lei
发现,隔离的大学生中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较高[18]。

Sultan 发现，疫情期间，23.5%的医学生会感觉到灰

心和沮丧 [19]。本研究显示，与非医学生相比，

COVID-19 对医学生的生活，学习，家庭，心情影

响较大，带来焦虑的程度更高。我们分析可能有两

方面的原因。第一，更多的医学生认为 COVID-19
危害性大，自身感染的可能性高，因此呈现更加焦

虑的状态。第二，更多的医学生认为 COVID-19 对

毕业的影响较大，从而出现焦虑状态，李亚萍研究

发现，COVID-19 对医学上最大的心理影响为“学习/
科研进展受到影响感到焦虑”[20]。在 COVID-19 发生

后，引导大学生认识到出现心身不适应的感受和反

应不是疾病或胆小，而是在非常时期的正常反应[21, 

22]；同时，更重要的是给予尊重，尊重个体需要，

关注个体差异。不仅是医学生，对非医学生，都应

当引导大家正确认识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出现不

良心理问题时鼓励大家积极寻求帮助，避免导致特

殊人群出现创伤后心理问题等负面影响[23, 24]。 
COVID-19 对医学生的求职也展示了更大的影

响。42.9%的被调查者认为 COVID-19 或影响自身的

求职意向，高于非医学生的 35.9%。此外，更多的

医学生认为疫情会影响职业招聘。COVID-19 对经

济形式的冲击造成了部分企业辞退潮，不可避免的

加大了大学生的求职难度。就业指导中心要坚持做

好学生与就业市场的对接,并引导大学生坚定就业

信心,根据就业形势积极应变[25]。让我们欣慰的是，

疫情发生期间，医学生对医学的热爱程度仍高于非

医学生，64.5%的医学生再次选择专业仍会选择医学

相关专业，展示出了更好的职业认同感。这与李亚

萍的研究结果一致，COVID-19 加深了医学大学生

的职业认同感，有助于未来更好的投身于临床工作
[20, 26]。 

我国当前的 COVID-19 疫情处于确诊人数多天

连降的发展形势，此时开展本研究，进行人群快速

调查，基于互联网调查工具，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

大量的人群样本，时效性好，可迅速了解随着疫情

发展，大学生对 COVID-19 的认知、防范行为意识、

心理焦虑程度及求职意向等情况。根据疫情发展情

况，可向政府机构、医疗保健部门和大学生教育部

门为不同专业大学生制定不同的教育及心理辅导方

案提供依据。 
综上，非医学生与医学生对 COVID-19 的基本

认知无明显差异，医学生对 COVID-19 的新闻更为

感兴趣，更加主动了解相关医学知识。非医学生防

护意识强于医学生。COVID-19 疫情对医学生的生

活，学习，心情影响更大。医学生表现出更强的焦

虑心理。此外，COVID-19 对医学生的求职意向及

职业招聘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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