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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李　琛　宋俊岩
（济宁医学院护理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调查护理本科在校生人文关怀能力水平，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为护生临床人文执业能力培
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我校护理学专业本科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级在校生中分别抽
取１６０人进行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和通用的人文关怀能力评价量表（ＣＡＩ）进行问卷测评，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得分２０１７级最高为（１１６．４９±１６．７６）分；
在三个维度得分中，勇气维度平均得分均为最低，为（３０．３５±７．４３）分，认知维度得分最高，平均为（４６．８１±７．
００）分；日常家庭及学校生活氛围相对融洽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较强（Ｐ＜０．０５）；参与学校志愿者服务活动行为
次数多（５次以上）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较强（Ｐ＜０．０５）。结论　学校的培养方案中人文教育课程的设置以及相
关人文素养的培养计划应具有延续性和系统性，达到全方位培养护生的人文关怀素养，提高其后续的临床人文

执业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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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本科
医学教育标准———护理学专业》中针对护理专业

本科毕业生制定了新的毕业标准，要求学生应能够

掌握与护理学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

基础知识和科学方法，尊重护理对象的文化习俗、

个人信仰，在护理工作过程中体现人性平等、博爱

的人道主义精神［１］。２０１０年起卫生部开展了“优
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对护士的人文关怀能

力和人文执业水平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临床护

理管理专家和护理教育专家都提出要培养“护士

人文执业能力”，这一能力其实就是护士个人的人

文知识和技能的在临床工作中的运用，与个人的人

文关怀能力有很大关系［２］。本文旨在调查在校护

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现况，探索提高护生人文关怀能

力的途径，为护理本科人文课程设置和护生人文素

质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我校 ２０１７级、

２０１６级和２０１５级护理本科在校学生中分别抽取
１６０人为调查对象，共计 ４８０人，其中男生 １８人
（３．８％），女生４６２人（３６．３％）。来自农村２９３人
（６１％），城市或城镇 １８７人（３９．１％）；独生子女
１２０人（２５％），非独生子女３６０人（７５％）；第一志
愿选择护理专业３２６人（６７．９％），调剂的１５４人
（３２．１％）。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问卷　１）自行设计的学生基本资料
问卷，其中包含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独生子女

情况、录取志愿情况、专业选择的原因、与父母及舍

友的关系、在校人文活动参与情况等。２）人文关
怀能力评价量表（Ｃａｒ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ＡＩ），由
Ｎｋｏｎｇｈｏ教授编制［３］，经新乡医学院吴冰等［４］对量

表进行了本土化修订与评价，中文修订版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８７１，重测信度为 ０．７８６。
该量表共分３个维度，分别为认知、勇气和耐心，共
３３个条目。本次测评所用量表采取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
分制，从“完全反对”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１～５
分，总分为３３～１６５分，得分越高的学生，人文关怀
能力越强。

１．２．２　调查方法　调查对象为我校护理专业大一
至大三的在校学生，尚未进入到临床实习阶段。调

查问卷由３名老师在同一时间分别发放，发放时间
选择在各年级学期临近结束时，统一向学生说明填

写须知，要求学生独立、如实填写，问卷不计名，当

场回收。有效问卷率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情况比较
本文结果表明，人文关怀能力总得分２０１７级

护生最高，相较于２０１６级（ｔ＝４．２８，Ｐ＝０．００５）及
２０１５级（ｔ＝４．２１，Ｐ＝０．００６）的人文关怀能力有统
计学差异，但２０１６级与２０１５级之间的人文关怀能
力总分无统计学差异（ｔ＝－０．８１，Ｐ＝０．９５８）。在
３个维度得分中，勇气维度平均得分均为最低，为
（３０．３５±７．４３）分，认知维度得分最高，平均为
（４６．８１±７．００）分。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级间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总得分
及３个维度得分情况的多重比较（珋ｘ±ｓ，分）

年级 总分 认知 勇气 耐心

２０１５ １１２．２８±１２．５７ ４５．５３±６．８３ ３０．８５±６．４１ ３５．９１±４．７７

２０１６ １１２．２０±１１．２２ ４７．４３±６．４９ ２８．５９±５．９６ ３６．１６±４．３０

２０１７ １１６．４９±１６．６７ ４７．４７±７．５２ ３１．６３±９．２０ ３７．４０±５．５５

Ｆ ５．１１ ４．１０ ７．４１ ４．１９

Ｐ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２

２．２　不同因素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情况比较
人文关怀总得分方面，女生略高于男生，差别

较小，但认知维度和耐心维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参与志愿服务次数在５次以上的
学生人文关怀总分高于参与次数５次以下的学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独生子女、家庭
所在地、录取志愿情况、选择护理专业原因方面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其他因素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情况（珋ｘ±ｓ，分）

项目　分类 总分 认知 勇气 耐心

性别

　　男 １１０．３３±８．０９ ４３．１７±７．１５ ３３．３９±６．５９ ３３．７８±６．４１

　　女 １１３．７９±１４．０１ ４６．９５±６．９７ ３０．２４±７．４５ ３６．６０±４．８４

　　ｔ －１．０３ －２．２６ １．７７ －２．３９

　　Ｐ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５９２·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８月第４１卷第４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续表　
家庭所在地

　　农村 １１４．１０±１４．４８ ４６．９９±７．６５ ３０．１０±７．４９ ３６．１７±５．３２

　　城市或城镇 １１４．６５±１３．３４ ４７．４３±６．４９ ３０．５２±７．４１ ３６．７０±４．６７

　　ｔ ０．９７ １．４５ ０．５９ １．１６

　　Ｐ ０．６ ０．１５ ０．５９ ０．２５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１４．９８±１６．７９ ４６．５３±７．９３ ３１．６９±８．８２ ３６．７６±６．１９

　　否 １１３．２２±１２．７０ ４６．９１±６．６８ ２９．９１±６．８６ ３６．４０±４．４４

　　ｔ １．２１ －０．５２ ２．２７ ０．６８

　　Ｐ ０．２３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５０

录取志愿情况

　　第一志愿 １１３．８６±１４．５０ ４７．０７±７．２２ ３０．１２±７．６９ ３６．６７±４．９９

　　调剂志愿 １１３．２３±１２．３７ ４６．２５±６．５２ ３０．８６±６．８５ ３６．１２±４．８１

　　ｔ ０．４１ １．２０ －１．０２ １．１５

　　Ｐ ０．６４ ０．２３ ０．３１ ０．２５

选择护理专业原因

　　自身兴趣 １１５．６５±１７．０６ ４７．４３±７．８９ ３１．１１±８．４５ ３７．１１±５．９７

　　他人建议 １１２．９６±１３．０６ ４６．９８±６．８６ ２９．６９±７．１１ ３６．２９±４．７５

　　易找工作 １１３．２７±１１．８７ ４６．２６±６．４７ ３０．７７±６．１４ ３６．４２±４．３６

　　其他 １１１．５５±８．３４ ４６．０５±６．４７ ２９．２６±４．７４ ３６．２２±３．７２

　　Ｆ值 １．３７ ０．８２ １．３３ ０．９２

　　Ｐ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２６ ０．４８

参与志愿者服务

　　≥５次 １１７．４２±１４．０７ ４７．３５±７．０１ ３０．２９±７．６７ ３６．７９±４．９５

　　＜５次 １１２．２７±１３．３５ ４５．８４±６．９１ ３０．４７±７．００ ３２．９６±４．８６

　　ｔ ２．５１ ２．２８ ０．２６ ２．０１

　　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０４

２．３　不同生活氛围的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情况
比较

与父母及舍友关系融洽者人文关怀能力得分

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不同生活氛围的学生人文关怀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比较（珋ｘ±ｓ，分）

项目　分类 总分 认知 勇气 耐心

与父母的关系

　　融洽 １１３．８５±１４．０９ ４７．１４±６．８５ ３０．０７±７．４８ ３６．６３±４．９１

　　一般 １１１．３５±１０．１７ ４２．８１±７．６１ ３３．７１±５．８９ ３４．７８±４．９０

　　ｔ ２．１１ ３．６６ －２．９２ ２．２０

　　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与舍友的关系

　　融洽 １１３．９６±１４．１０ ４７．１３±６．８６ ３０．２４±７．５５ ３６．６０±４．９５

　　一般 １０８．９４±９．２３ ４２．５６±７．８４ ３１．４４±５．６７ ３４．９４±４．５１

　　ｔ ２．０５ ３．７１ －０．９１ ２．００

　　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４

　　注：“与父母关系融洽”是指学生每周均主动给父母打电话，与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与舍友关系融洽”是指学生本人感觉宿舍气氛和谐，在同宿舍中有可倾诉的朋友［７］

３　讨论

３．１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分析
本文调查数据显示，人文关怀能力总分得分以

２０１７级护生为最高，这可能与三个年级课程安排
侧重点不同及学生课业负担轻重不同有关。大一

学生，课程安排上以通识教育课为主，课程安排较

为宽松，课余时间充足，为了让学生巩固专业思想，

培养专业兴趣，学院安排了较多的人文课程和相关

的各种志愿者活动，学生的参与度也非常高。随年

级增高，课程设置重心转向专业课程，人文课程比

例降低，而专业课相对来说难度增加，学生课业负

担加重，高年级学生还面临实习和考研的压力，学

生将大多课余时间放在了专业学习上，对于人文教

育课程和人文活动参与度下降［５］。

在各维度得分情况中，各年级分数从低到高分

别是勇气维度、认知维度、耐心维度，这与国外研究

结果［３］及郭慧芳［６］、马语莲［７］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２　相关人文关怀活动对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次数

相对多（５次以上）的学生其人文关怀能力得分较
高。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特

色，这些活动的开展目标明确，计划周详，作为护理

专业，这样的活动有利于学生深入了解地方民情，

尤其是社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状况，增强自身的责

任感和服务意识，丰富社会经验，提高人际沟通能

力。例如我院组织较多的“南丁格尔行动”社区服

务活动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的参

与可以让护生在社区服务居民的同时，锻炼自我，

发挥专业所长，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获得成就感，

对以后的专业学习和工作都有促进作用［８］。

３．３　生活氛围对人文关怀能力影响
与父母关系融洽以及与舍友关系融洽的学生

其人文关怀能力相对较强。个人日常相处的人群

和成长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的性格特点的形成和行

为习惯的养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社会

学理论”中早有研究，其创始人 ＡｌｂｅｒｔＢａｎｄｕｒａ认
为人的多数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行为的

结果而学得的，而父母是最早的模仿对象和学习榜

样。家庭成员之间融洽的关系使人的心智、能力等

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形成积极向上、乐观友善的

性格。大学的宿舍是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学生组

成的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舍友间相互关爱，关系融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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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有助于形成积极的互学促进的关系，培养护生

的人文关怀能力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３．４　性别、家庭所在地、独生子女情况、第一志愿
情况以及专业选择对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人文关怀能力得分上男

生低于女生，但差异较小，这与以往其他学者的研

究结果不一致。本次调查参与的男生人数过少，该

影响因素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检验。家庭所在地、

是否独生子女两方面对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

并无差异性。以往的研究认为来自城市的学生关

爱能力较弱，因为来自农村的学生自小兄弟姐妹间

学会互相照顾，因而有更强的关怀能力。而现在城

乡差距大大缩小，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父母对孩子的

关爱都非常多，并且城市孩子有更加优越的教育环

境，父母非常重视独生子女的沟通交流和关怀能

力，因而，这两者的关怀能力并无差异。以第一志

愿入校以及因自身兴趣选择护理专业的学生人文

关怀得分较高，但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入

校后学生对专业的了解不断深入，专业思想愈加稳

定，对护理专业的兴趣加深，人文关怀能力也逐步

加强［７］。

４　建议

４．１　不断完善护理专业人文课程系统，加强人文
教育的延续性

“以人文本”是现代护理观着重强调的原则，

因此，需进一步提高护生的人文修养，然而，基于人

文关怀的护理课程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保障。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以往的

课程设置比较偏重于专业教育方面，而人文教育略

显薄弱［９］。完善人文课程系统，必须确立专业教

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理念，将人文课程系统进行合

理地优化整合［１０］，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两方面

加强人文教育，形成科学的课程体系，将人文教育

自然地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同时，还应注意在课程

设置方面要针对各年级的学情特点进行，循序渐

进，与专业课程相互契合。

４．２　营造良好的校园人文教育氛围，提升护生后
续人文临床执业能力

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时刻受

到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良好的文化氛围

对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作

为学校应积极营造具有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

加强人文环境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吸

引学生主动参加，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和文化品

位，加强人际沟通能力，深化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护

生的临床人文执业能力。

护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而长远的工

程，只有把握住人文教育的核心，才能从根本上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护士的人文临床执业能

力［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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