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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医学生知识隐藏现状，分析知识隐藏行为影响因素，阐述人际信任、班
级氛围、知识隐藏３者之间的关系，指出通过优化班级氛围、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可以改善医学生的知识隐
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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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知识隐藏内涵

１１１　定义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共享对大学

生协作、动机和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１－２］。研究

表明尽管学校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学生之间知识共

享，但结果并不理想［３－４］。面对知识求助时一种

阻碍知识应助的行为，即知识隐藏较容易出现。

２０１２年知识隐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ｉｄｉｎｇ）被定义为：

组织中个体面对同事知识请求故意隐瞒或刻意掩

饰的行为。

１１２　分类　根据意图和表现，知识隐藏行为可

划分为３个维度：推托隐藏 （ＥｖａｓｉｖｅＨｉｄｉｎｇ）、装

傻 （ＰｌａｙｉｎｇＤｕｍｂ）和合理隐藏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Ｈｉｄ

ｉｎｇ）［５］。推托隐藏：隐藏者提供给请求者不正确信

息或口头上答应帮忙，但尽量拖延以回避提供知

识，带有欺骗性质。装傻：被请求者以装作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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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者的问题为由而不愿帮忙。合理隐藏：指隐藏

者以第３方不愿意泄露信息为由，拒绝提供信息给

请求者，这种隐藏不一定带有欺骗性质。

１２　研究现状

１２１　人际信任与知识隐藏关系相关研究　现

有研究关注企业员工、科研工作者知识隐藏问

题［６－８］，较少关注医学生知识隐藏问题。医学生

作为传播医学知识的重要载体，研究影响医学生

知识隐藏行为的因素对高校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有研究表明隐藏者对人际关系缺乏信任

感，无法预测知识请求者后续行为，因此出现知

识隐藏行为［９］。有学者［１０］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

础，认为人们无偿提供知识给他人是希望以此实

现与其他人良性知识互动并从中得到回报。因此

合理推断，当学生面对知识求助时会判断求助者

是否值得信任以及与求助者的关系，分析是否能

获得知识回报，以此作为是否进行知识隐藏的依

据。由于不信任、对知识回报不确定，学生往往

难以做出选择。此时抑制知识隐藏行为的出现，

需要良好的人际信任为基础。因此本研究认为人

际信任在个人层面能有效影响知识隐藏。

１２２　组织氛围与知识隐藏关系相关研究　组

织氛围是产生、改变组织内部环境并贯穿于组织

运作的整个过程，被组织内部成员共同感知。有

学者认为组织知识共享氛围 （一种特定的积极氛

围，例如创新氛围和公平氛围）与知识隐藏之间

呈负相关关系［３］；姜荣萍和何亦名［８］在研究中发

现具有归属感、创新感和公平感的组织气氛对知

识隐藏存在负向影响。由于组织氛围在不同领域

具有一定差异性，需要对组织氛围进行细化研究。

将组织氛围细化到班级便是班级氛围。班级氛围

是班级中师生相互作用和同伴关系形成的个体所

能感知到的情绪气氛。医学生与班级相处最为密

切，班级同学、班风、教师等均会对个体产生影

响，对个体的知识隐藏行为既可能有抑制作用也

可能有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班级氛围能有

效影响知识隐藏。

１２３　创新研究方向　现有研究分别探索了人际

信任与知识隐藏、组织氛围与知识隐藏的关系，但

未探讨人际信任、班级氛围、知识隐藏３者之间关

系。本文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问卷调查

医学生知识隐藏行为，分析班级氛围、人际信任与

知识隐藏的关系，为医学生减少知识隐藏行为提出

合理建议。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人际信任显著负

向影响知识隐藏；班级氛围显著负向影响知识隐

藏；人际信任在班级氛围对知识隐藏的影响中具有

中介作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通过方便抽样选取湖北省武汉市两所高校医学

院在校学生 （一所为 “９８５工程”高校，一所为普

通院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共回

收问卷８３８份，其中有效问卷７６１份，有效回收率

９０８１％。本次调研符合伦理要求并取得调查对象

知情同意。在 ７６１名调查对象中，男性有 ２９７人

（３９０％），女性有４６４人 （６１０％）；独生子女有

３１４人 （４１３％）；低年级 （大一、大二）有 ３０７

人 （４０３％），高年级 （大三、大四、大五、其他）

有 ４５４人 （５９７％）；打 算 深 造 的 有 ５０５人

（６６４％），不深造 （工作、未定、其他）的有２５６

人 （３３６％）；自评成绩较差 （差、中等偏下）的

有１２９人 （１６９％），成绩较好 （好、中等偏上）

的有２７５人 （３６２％）；担任班干部或社团干部的

有３５３人 （４６４％）。

２２　研究工具

２２１　知识隐藏问卷　以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ＣＥ［３］编制的

知识隐藏量表为基础编制量表。由于知识隐藏强调

故意隐瞒或刻意掩饰［１１］，在合理隐藏中现有研究未

对隐藏者是否具有欺骗行为进行区分。因此本文对

合理隐藏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将带有欺骗性的

合理隐藏命名为 “辩解隐藏”，即隐藏者编造出不

能提供所寻求知识的正当理由，这种行为具有欺骗

性。结合学生、专家访谈结果，最终编制的知识隐

藏问卷由推脱隐藏、装傻、辩解隐藏 ３部分组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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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１２个条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所有题目得分
均值为该量表分数，分数越高说明知识隐藏程度越

高。该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５５。
２２２　班级氛围问卷　结合组织氛围量表，参考
既往调查工具［１２］编制的班级氛围问卷包含协作与发

展、班干部与班主任、学习氛围３个维度，共１９个
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所有题目得分均值为
该量表分数，分数越高说明班级氛围越好。该问卷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５６。
２２３　人际信任问卷　以 ＬｅｗｉｃｋｉＲＪ、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
ＤＪ和ＢｉｅｓＲＪ［１３］研究和 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ＤＪ［１４］编制的人
际信任问卷为基础，综合医学生在知识隐藏行为中

有关信任的考量，最终编制的人际信任问卷包含７
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计分，所有题目得分均值
为该量表分数，分数越高说明人际信任越好。该问

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１４。

３　结果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共有５个特征值
大于 １的因子且第 １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３７５５６％，小于４０％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１５］。

３２　医学生知识隐藏现状

医学生的知识隐藏得分为 （１６４０±０６７５），
其中推脱隐藏得分为 （１５７３±０６９７），装傻得分
为 （１６１９±０７４０），辩解隐藏得分为 （１７３８±
０７７１），说明医学生存在知识隐藏行为，但程度较
低，见表１。

表１　医学生知识隐藏现状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Ａ推脱隐藏 １５７３ ０６９７

Ａ１会口头上答应，但不会付诸实际行动，实际上不准备告诉他／她 １６３２ ０７８９

Ａ２会答应告诉他／他，但实际上会说一些不相关的内容 １５６０ ０７５９

Ａ３会口头上答应帮助他／她，但尽量拖延 １５６２ ０７４３

Ａ４会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会提供对方并不想要的知识或信息 １５３７ ０７３０

Ｂ装傻 １６１９ ０７４０

Ｂ１会假装不知道或不了解这个信息，但实际上了解 １６３５ ０７９２

Ｂ２会装作不懂该话题，但实际上懂 １６４７ ０８１６

Ｂ３会假装听不懂他／她在说什么或问什么 １５６５ ０７３５

Ｂ４会说对他／她所询问的事情不太熟悉，但实际上知道 １６２９ ０８１６

Ｃ辩解隐藏 １７３８ ０７７１

Ｃ１会说愿意告诉他／她这个信息，但出于某些原因不能说，其实这个理由是编的 １６１９ ０８０３

Ｃ２会解释该知识或信息是需要保密的，只能对相关人员公开，其实事情不需要保密 １６９６ ０９１０

Ｃ３会告诉他／她，老师不允许外传，其实没有这种限制 １６１６ ０８３２

Ｃ４会直接说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８

知识隐藏 １６４０ ０６７５

３３　医学生知识隐藏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７６１名调查对象中，男性 （１７４±０７６２）知
识隐藏分数高于女性 （１５８±０６０６） （Ｐ＝０００２）；
学习成绩较差 （１９７±０９２５）学生的分数高于成绩
较好的学生 （Ｐ＝００４６）。临床学院学生 （１５８±

０６７７）分数高于非临床学院 （１７８±０６４９） （Ｐ＜
０００１）。

３４　人际信任、班级氛围与医学生知识隐藏的相
关性分析

　　医学生知识隐藏与班级氛围、人际信任均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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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负相关关系；班级氛围和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见表２。

表２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ｎ＝７６１）

变量 Ｍ ＳＤ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 Ｃ

Ａ知识隐藏 １６４ ０６７５ １ － － － － －

Ｂ１协作与发展 ３６３ ０７２７ －０１８２ １ － － － －

Ｂ２班干部与班主任 ３８７ ０７０１ －０２４８ ０７５１ １ － － －

Ｂ３学习 ３８ ０６９０ －０２１６ ０６７１ ０６４９ １ － －

Ｂ班级氛围 ３７４ ０６３９ －０２３１ ０９４６ ０８７８ ０８３３ １ －

Ｃ人际信任 ３９２ ０６２４ －０３０２ ０５４８ ０５６７ ０４７９ ０５９５ １

　　注：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下同。

３５　医学生知识隐藏回归分析

以知识隐藏为因变量，将班级氛围、人际信任

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结

果，见表３。班级氛围中协作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
知识隐藏，班干部与班主任显著负向影响知识隐

藏，人际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知识隐藏。

表３　医学生知识隐藏的回归分析

应变量 自变量 β Ｂｅｔａ ｔ 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２

知识隐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１３２ － １９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

协作与发展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３ １９９０ ００４７

班干部与班主任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９ －２４７４ ００１４

人际信任 －０２６５ －０２４５ －５６８８ ００００

３６　中介效应检验

以知识隐藏为因变量，班级氛围为自变量，人

际信任为中介变量，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ｉｎｇ中介效应检验
（设置５０００次迭代），该方法提供中介效应的９５％
置信区间估计，若区间不包含０则中介效应显著；
若区间包含０则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果发现班级氛
围对知识隐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ｃ’ ＝－００８３６，
ＳＥ＝００４５４，Ｐ＝００６５７），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０１７２７，０００５４）；知识隐藏通过人际信任影
响的间接效应显著 （ａｂ＝－０１６０２，ＳＥ＝００２９１），
９５％的置信区间为 （－０２２００，－０１０５４），中介
效应值为－０１６０２，见图１。

图１　中介效应

４　讨论

４１　医学生知识隐藏行为较少

研究结果表明医学生存在知识隐藏行为，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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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程度较低。与企业员工及科研工作者相比，医学

生知识隐藏行为较少［１６］。由于学校相对于企业等组

织氛围更开放、公平，更加利于学生保持开放心

态，使学生乐于与他人进行知识分享［７，１７］。因此在

高校知识氛围下学生出现知识隐藏行为程度较低。

４２　人口学因素差异在知识隐藏行为上显著

４２１　性别对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显著　男性较

女性更易出现知识隐藏行为。有学者［１１，１６］发现，在

企业员工中年龄、性别等变量对知识隐藏无明显作

用。原因可能是高校中女学生关系好、交流多，因

而不容易出现知识隐藏；而男生间竞争激烈，想保

持自身竞争优势从而出现知识隐藏行为。

４２２　学习较差的同学更易出现知识隐藏行为　

这说明成绩较好的学生乐于与他人进行知识分享，

促进知识的良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学习时

间，可以快速、高效地获取各种知识［１７］，因而成绩

会更好。而成绩较差的学生不愿意沟通交流，不能

将知识融会贯通，成绩难以提升。学校可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给学生创造更多知识交流的机会，举

办各类知识分享活动，实现学生整体进步。

４３　班级氛围中班干部与班主任、协作与发展是
影响医学生知识隐藏的重要因素

　　由分析可知，班级氛围中班干部与班主任对

知识隐藏呈显著负向影响，即班干部与班主任发

挥的作用越大、学习氛围越好，医学生越不容易

出现知识隐藏。这与既往研究中组织氛围与知识

隐藏行为成负相关的论断一致［３，７－８］。将组织氛围

细化到班级，就是班级氛围。医学生会受到班级

影响，且经研究证明所处环境的特点、氛围对知

识隐藏行为有显著影响［１８］。此外在班级氛围中协

作与发展对知识隐藏呈正向影响，这和有关研

究［１９］结果一致，其认为对于寻求协作学习利益最

大化的人来说更容易出现知识隐藏行为。班主任

与班干部这一维度对知识隐藏的影响因素最大，

因此班主任要采用关怀式管理方式，考虑学生的

意见，倾听学生的声音，以一种非优越感的方式

与学生交流；班干部要充分发挥模范作用，营造

积极向上、公平开放的班级氛围，增加医学生的

归属感，抑制消极的知识隐藏行为。

４４　人际信任在班级氛围对医学生知识隐藏的影
响中起中介作用

４４１　知识隐藏通过人际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显
著　中介效应值为－０１６０２。在一定情况下人的行
为会受到社会环境、组织氛围影响，和谐的组织氛

围下会形成长期的信任和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使组

织减少知识隐藏行为［２０］。在和谐的氛围中学生的知

识隐藏行为可以被弱化。

４４２　人际信任对知识隐藏呈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医学生之间信任程度越高越难出现知识隐藏行

为。这与既往研究中人际信任与知识隐藏行为呈负

相关一致［３，１１，２１－２２］。究其原因可能是人们对于个人

所掌握知识具有心理所有权，并且希望通过知识的

不断积累来维持自身优势；也可能是由于不信任、

对同样知识的回报不确定，不确定通过知识应助行

为是否能换来下次同样的回报［２２］。由此可见医学生

应多参与活动，与他人深入交流，建立信任感，从

而减少知识隐藏行为。

５　结语

本研究初步探究了医学生知识隐藏现状以及人

际信任、班级氛围、知识隐藏３者的内在机制，对
减少医学生知识隐藏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仍有一

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首先，本研究以人际信任

为中介变量，取得了预期结果，但由于心理现象较

复杂，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需要进一步探索。

其次，样本量覆盖面较少，群众代表性可能不足，

今后需要扩大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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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８５·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