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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特点研究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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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探讨医学院校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特点暎方法暋采用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对棾棻棿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相关分析暎结果暋棻棭时间管理倾向在时间价值感上存在性别差异棬椊棴棽灡棽椄棳 椉
棸灡棸 棭棳女生好于男生椈棽棭医学专业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好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棳并在各因子上差异显著棬 椉
棸灡棸 棳 椉棸灡棸棻棭暎结论暋医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好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暎

关键词暋医学生椈时间管理倾向椈时间价值感椈时间监控观椈时间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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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时间管理是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和有效性棳而对

时间进行合理计划与控制暍有效安排的管理过程暎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棳大学生拥有大量的自己可

支配的时间棳这一阶段学生真正面临时间管理的挑

战暎由于时间管理的不同棳有的学生可以学有所

成棳达到理想的彼岸棳但也有的学生大学期间碌碌

无为棳时间慢慢流失棳一无所获暎
国内学者黄希庭等人在借鉴国外有关时间管

理的心理学研究基础之上棳从个体支配和利用时间

的人格特质出发棳提出了时间管理倾向的概念棳认
为它是个体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

和行为特征棳并于棽棸棸棻年提出了时间管理倾向的

三维理论模型椲棻椵棳该模型将时间管理倾向划分为时

间价值感暍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暎具

体的讲棳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和价值

的稳定的态度和观念棳包括时间对个体人生和社会

发展意义的稳定态度和观念棳它通常是充满情感棳
对个体运用时间的方式具有导向作用暎时间价值

感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暎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

用和运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棳它是通过一系列外显

的活动来体现棳例如计划安排暍目标设置暍时间分

配暍结果检查等一系列监控活动暎时间效能感指个

体对自己利用和运筹时间的信念和预期棳反映了个

体对时间管理的信心以及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

估计棳它是制约时间监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暎因

此棳时间价值感暍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分别是

价值观暍自我监控和自我效能在个体运用时间上的

心理和行为特征棳即时间维度上的人格特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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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相对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棳学习时

间更为紧张棳更需要准确暍扎实地掌握医学专业知

识棳容不得一点马虎棳因为其专业技能直接关系到

他人的生命安全暎他们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的

呢椏 是否有其特殊性椏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研究

得出一些数据棳更好地了解医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

的特点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灡棻暋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体抽样的方法抽取济宁医学院在

校大学生棾棿棸名进行问卷调查棳其中回收的有效问

卷棾棻棿份棳有效回收率为椆棽灡棾 棩暎其中男生棻
人棳女生棻椆人棳年龄 大的棽棾岁棳 小的棻椃岁棳
平均年龄棽棸岁椈大一年级椆棿人棳大二年级棻棸椆
人棳大三年级棻棻棻人椈选择了棽个医学专业学生共

棽棸椂人棳棻个非医学专业学生棻棸椄人椈来自农村的

棽棽棿人棳来自城市的椆棸人暎
棻灡棽暋研究工具

棻灡棽灡棻暋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调查量表椲棻椵暋该量表

由黄希庭暍张志杰于棽棸棸棻年结合我国国情棳在国外

两种时间管理问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暎共棾个

分量表棳棿棿个题项棳分别测量了时间管理倾向的棾
个维度暎量表采用的是李克特 点计分棳棻为完全

不符合棳棽为比较不符合棳棾为不确定棳棿为比较符

合棳 为完全符合暎该量表的得分越高棳说明被试

越善于时间管理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棸灡椂棽
暙棸灡椄棻之间棳重测信度在棸灡椃棻暙棸灡椄 之间暎由于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棳因此被国内大多数研究

者用来进行调查暎
棻灡棾暋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棳进行集体实测暎对回收的有效

问卷进行统一编码棳所有数据统一录入斢斝斢斢统计

处理暎
棽暋结果

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

情况如表棻所示暎
我们对所得的时间管理倾向分数也进行了男

女生的性别差异比较暍年级差异比较暍专业差异比

较以及不同来源地的差异比较棳结果棳在性别比较

和专业比较上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暎

表棻暋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描述性分析

时间价值观 时间监控感 时间效能感 时间管理倾向总分

女 棾椂灡椃椂暲椂灡棸椄 椃椄灡 棽暲棻棻灡棾椆 棾棽灡 棸暲 灡棻椂棻棻灡棸棻暲棻椆灡棾棸
男 棾灡棽 暲 灡椂椂 椃椄灡棸椃暲棻棿灡棻棻 棾棻灡椆棿暲 灡椃棿棻棿椄灡棾 暲棽棽灡椄棽

医学专业 棾椂灡椂椃暲 灡椄棿 椃椄灡椃棿暲棻棽灡椂椃 棾棽灡椂棸暲 灡 椃棻棻灡棻 暲棽棻灡棽棸
非医学专业 棾棿灡椃椄暲 灡椄椄 椃椃灡棿棿暲棻棾灡棸棾 棾棻灡 棸暲 灡棻椂棻棿椂灡椆棾暲棽棸灡椃椄

大一 棾椂灡棽棻暲椂灡棿棸 椃椄灡椃棽暲棻棾灡棻椄 棾棻灡椄棸暲 灡椃椆棻棸灡棸棸暲棽棾灡棽
大二 棾椂灡棸棻暲 灡椄棻 椃椆灡棻椆暲棻棻灡椄棻 棾棽灡椆棽暲 灡椃棸棻棻灡棽棽暲棽棸灡棸椃
大三 棾灡椄椂暲 灡椂棾 椃椃灡棸 暲棻棾灡棾椄 棾棻灡椆棸暲棿灡椄 棻棿椃灡椆 暲棽棸灡棽椃

表棽暋不同性别的时间管理倾向差异性比较棬 暲 棭
男生 女生

时间价值观 棾灡棽 暲灡椂椂 棾椂灡椃椂暲椂灡棸椄 棴棽灡棽椄灣 椉棸灡棸
时间监控感 椃椄灡棸椃暲棻棿灡棻棻 椃椄灡棽暲棻棻灡棾椆 棴棸灡棾棻 椌棸灡棸
时间效能感 棾棻灡椆棿暲灡椃棿 棾棽灡棸暲灡棻椂 棴棸灡椆棸 椌棸灡棸

时间管理总分棻棿椄灡棾 暲棽棽灡椄棽棻棻灡棸棻暲棻椆灡棾棸 棴棻灡棻棽 椌棸灡棸

表棾暋不同专业间的时间管理倾向差异性比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值

时间价值感分数

暋组间方差 棾棽棸灡棾棸棿 棽 棻椂棸灡棻棽 棿灡椂椄椂 椉棸灡棸
暋组内方差 棻棸椂棽椄灡椂棻椂 棾棻棻 棾棿灡棻椃椂
暋总方差 棻棸椆棿椄灡椆棽棸 棾棻棾
时间监控分数

暋组间方差 棻棸棽椄灡棸椄椂 棽 棻棿灡棸棿棾 棾灡棻椄椄 椉棸灡棸
暋组内差异 棸棻棾灡棾椂椆 棾棻棻 棻椂棻灡棽椂
暋总方差 棻棻椄棻灡棿 棾棻棾
时间效能分数

暋组间方差 棽椂棻灡棾棻 棽 棻棾棸灡椃椂 棿灡棸棸 椉棸灡棸
暋组内方差 椆棸棾椂灡椄椂棿 棾棻棻 棽椆灡棸椃
暋总方差 椆棽椆椄灡棾椆 棾棻棾
时间管理总分

暋组间方差 棿棸棸椂灡椄椄 棽 棽棸棸棾灡棿棿棾 棿灡椆 椉棸灡棸棻
暋组内方差 棻棾椂棸灡棾椃棾 棾棻棻 棿棾椂灡棸棾棸
暋总方差 棻棾椆椂棻棽灡棽椄 棾棻棾

暋暋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棳两个医学专业之

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棳而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存在

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棳具体为在时间价值感上

椉棸灡棻棳在时间监控观上 椉棸灡 棳在时间效能感上

椉棸灡棻棳在时间管理总分上 椉棸灡棻棳两个医学专

业学生的得分在各维度及总分上均高于非医学专

业的学生暎
棬下转第椃 页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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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听课暍随堂听课制度棳并且做到暟三统一暠棳即统一

大纲暍统一课件暍统一教案暎每周开展一次教学研

讨会棳每月一次教学调度会棳有力地促进了教风学

风的改进棳确保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暎其

次棳改革成绩考核方法棳变终结性考核为过程性考

核暎这样能直接增加学生对学习过程的重视棳激发

学生的思考棳引导学生思想观念棳提高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效性暎老师们把学生的成绩划分为若干指

标棳即根据学生的平时出勤情况暍课堂回答问题情

况暍课后作业完成情况棳以及 后的考试情况等棳各
按一定的比例计算总成绩棳有力地调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暎
棿灡棾暋多策并举棳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

理论联系实际棳进行实践教学是医学院校的一

个重要环节棳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特

点棳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效果的重要措

施暎这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棳表示思

想政治理论课应增加社会实践活动暎近年来棳学校

社科部为更好地配合课堂教学棳联合党委宣传部暍
学工部暍团委等部门开辟了多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实践基地棳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教学活动棳比
如椇暑期暟三下乡暠社会实践活动棳南京暍羊山暍孟良

崮暍台儿庄暍微山湖暍西北坡等教育基地参观教育活

动棳台湾夏令营学习交流活动等棳受到广大同学欢

迎棳提高了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和热情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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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暋讨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棳男女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价

值感维度上存在差异棳女生得分高于男生暎这和以

往的有关研究结果不是很一致椲棽灢棿椵暎时间价值感反

映的是个体对时间重要性的认识棳即懂得时间宝贵

性的科学认识棳因此本研究结果说明棳女生在认知

上对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观念好于男生暎我

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生活中棳女生相对于男生而

言棳对未来考虑的更多棳面临的找工作的压力更大棳
因此相比较而言棳她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棳提
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棳获得一份认可棳因此学习的热

情更高涨棳相应的时间价值感就强棳因此得分会高

于男生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较少棳需要进一步

的证据说明医学生的性别差异暎
医学专业的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好于非医学专

业的学生棳在时间管理倾向的总分及各维度上都存

在显著性差异暎这可能和学科专业特点有关暎医

学生有明确的职业定向性棳承载着治病救人的使

命棳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棳它不仅要在有限

的时间里棳全面系统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棳而且要广

泛吸取与医学相关的其他科学的知识棳不断拓宽自

己的知识面棳提高自身能力暎同时棳医生是一个工

作在临床实践中的群体棳处理急危重症的机会很

多棳经常要在给定的时间内完成病人的诊治棳因此

一名优秀的医学生不仅要有专业技能棳更需要一种

统筹时间的能力棳因此相对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棳
医学生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相关知识棳
也需要学会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棳更好地去安排暍
规划暍利用时间暎因此医学生的专业的特殊性使得

他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暍安排及利用率可能都更好于

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暎
棿暋结论

棻棭时间管理倾向在时间价值感上存在性别差

异棳女生好于男生椈
棽棭医学专业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好于非医学

专业的学生棳并在各因子上差异显著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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