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的距离与情感,使我们互增信任。”
2.2.3 坚定专业思想 新护士在临床护理工作和书

写平行病历过程中,逐渐感觉到职业的荣誉感,并为作

为一名白衣天使而骄傲。N18:“看到患者因为我们的

精心护理慢慢康复出院,心里为我的职业能够帮助患

者而十分高兴。”N35:“护士工作不仅仅只是用精湛的

技术去减轻患者躯体病痛,更应该关注其心灵的伤痛。
正如特鲁多医生墓志铭所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

帮助,总是去安慰。”患者的信任让他们感动,从而也越

来越喜欢自己的护理专业。N13:“护理需要人文,需要

同情的心和愿意工作的手。我愿用心去做一名有温度

的护士。”N16:“看着家长送来的锦旗,我觉得我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在今后的道路上,我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

的白衣天使,不辜负患儿家长对我们的信任。”
3 讨论

3.1 平行病历书写有利于提高新护士的共情能力 
共情能力是对他人处境的感同身受并进行换位思考

的能力[6]。护士较强的共情能力有利于其更好地感

知患者的需求,增进预测患者行为的能力,强化关爱

行为能力,从而达到高质量的护理。培训前,新护士

共情能力得分较低(78.89±3.83),与孙璇等[7]的研

究结果一致。培训后新护士共情能力总分及各维度

评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1),提示将平行病历

书写引入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有助于提升新护士的共

情能力。分析原因为,书写平行病历,新护士需要与

患者深入交流、耐心倾听,由此有意识地关注患者;而
书写平行病历即记录患者患病过程,又为新护士提供

了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的机会[8-9],从而会从患者疾

病造成身心伤害多方面去关注患者。这种对他人处

境的理解、换位思考和人性关怀,赢得患者的信任,也
融洽了护患关系。随着平行病历书写、分享次数的增

多,新护士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也越来越能准确把

握患者的感受。本研究结果表明,书写平行病历是新

护士接近患者情感和精神、提升其共情能力的有效方

式。新护士书写平行病历中,护患之间搭建了同情、
理解、善意、包容的桥梁,护患携手共抗疾病,再现护

患心灵的碰撞,体现了医学的人文价值[10-12]。
3.2 平行病历书写有利于提高新护士的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目的、社会价值及

其他因素做出积极的感知和正面的评价。宋艳蕾

等[13]的研究表明护士职业认知评价越高、得到的职

业社会支持越多、职业挫折应对越有效,其职业认同

水平也越高,进而其工作绩效越好。提高护士的职业

认同感,能够增强其职业获益感,进而提高工作投入

水平[14-15]。新护士通过书写平行病历,走进患者内心

世界,聆听患者倾诉,帮助患者减轻痛苦,重建生活信

心等,促成护患建立信任,从而使新护士感受到自己

被需要、被信任,被肯定;书写平行病历带给自己收获

和益处,这种体验在工作中转化为积极情绪,更加积

极主动地投入工作中,不断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加深了

对护士内涵的认知,从而坚定专业思想。本研究结果

提示护理管理者,为新护士创造磁性工作环境,引导

其体验职业促进成长[16]的感受,有利于促进新护士

工作实现与自我期望价值趋于一致,从而提高新护士

职业认同感和护理队伍稳定性。
4 小结

将平行病历书写引入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有助于

提升新护士的共情能力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职业精神,
增进新护士与患者的关系。而和谐的护患关系,有利

于新护士职业自信的树立、职业责任感的提升以及正

确职业价值观的培育。这些对新护士职业身份的构建

和角色适应有积极作用。今后可将书写平行病历应用

于其他层级护士培训中,以全面探讨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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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调查问卷的编制

熊晗1,3,刘义兰1,张可可3,张丰健1,Marlaine
 

Smith4,耿力1,程利5,胡翠环3,何娇2,王双1,毛靖3

摘要:目的
 

编制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为评估关怀教学实施情况提供工具。方法
 

依据 Nod-
dings关怀教育理论,结合文献分析、半结构式深入访谈结果,初步拟定问卷条目池并形成框架,再经过2轮专家咨询确定问卷初

稿,对315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测定问卷的信效度。结果
 

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包括5个维度39个

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5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276%,问卷内容效度指数为0.939,总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2,折半信度为0.894,重测信度为0.950。结论
 

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调查我国

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
关键词:人文关怀; 护理专业课; 教学; 问卷; 信度;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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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humanistic
 

caring
 

teaching
 

in
 

nursing
 

courses,and
 

to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Based
 

on
 

Noddings'
 

Theory
 

of
 

Ethic
 

of
 

Care,
 

in
 

combination
 

wi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semi-struc-
tured

 

interviews,item
 

pool
 

and
 

framework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formulated,
 

then
 

two
 

rounds
 

of
 

expert
 

consultation
 

were
 

per-
formed

 

to
 

develop
 

the
 

primary
 

questionnaire.
 

At
 

las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15
 

nursing
 

students
 

to
 

deter-
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5
 

dimensions
 

and
 

39
 

items.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dentified
 

5
 

principal
 

factors,
 

which
 

explained
 

66.276%
 

of
 

the
 

total
 

variance.The
 

scale-level
 

content
 

validity
 

index
 

was
 

0.939,
 

the
 

total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was
 

0.972,
 

the
 

split-half
 

reliability
 

was
 

0.894,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950.
 

Conclusion
 

The
 

questionnaire
 

enjoy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hich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hu-
manistic

 

caring
 

teaching
 

in
 

nursing
 

cour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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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是护理实践的精髓,也是护理专业的基

础[1]。培养具有较高人文关怀品质的护理人才是时

代赋予护理教育的重要任务[2],在课程设置相对饱

和、课时紧张的情况下,护理专家及教育学者对人文

关怀教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力求将人文理念

扎根于专业知识,实现两者在教学中的融会贯通。史

瑞芬[3]延伸和借用“课程思政”的概念,提出在护理专

业课教学中开展“课程人文”的新思路。教学是在评

价和反馈中不断改进和发展的过程,教学评价是提高

教学过程质量的基础[4],对获取相关信息和教育创新

也是必不可少的[5]。学生可通过护士人文关怀品质

测评工具[6]、关怀能力评价量表[7]、关怀行为量表[8]

等对自身关怀品质、能力、行为等进行评价,间接反映

出关怀教学质量。曹迎凤等[9]构建的护理人文关怀

教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可用于教师自评、互评,领
导或专家评价护理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护理人

文关怀教育的课堂教学质量,但没有将学生作为评价

方。而学生是接收知识、感受关怀的主体,他们的评

价和意见也尤为重要;此外,临床教育是护理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10],应当纳入考察范畴。因而关怀教

学实施力度、落实情况如何仍未可知。鉴此,本研究

编制适用于调查我国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

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以期能够真正了解关怀教学

实施现况,找准现存及潜在问题,从而更好地践行和

发展关怀教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咨询专家遴选标准 ①从事护理教育教学

研究工作;②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且在其专业领域工

作5年以上;③自愿参与本研究。选取来自湖北、广
东、陕西、安徽、北京、河南、贵州、山东、重庆9个省

市5所三级甲等医院及8所高等院校的20名专家

进行咨询,共有17名专家参与2轮咨询。均为女

性,年龄32~66(49.35±9.16)岁;工作年限5~47
(25.53±10.46)年。学历:本科6名,硕士8名,博
士3名。职称:中级3名,副高级2名,正高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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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研究领域:护理教育9名,临床护理4名,护理

管理4名。
1.1.2 调查对象 2020年8~9月,采用方便抽样

法,选择4所高校的315名护理本科生(下称护生)参
与调查。在校护生;自愿参与本研究。其中武汉市某

高校83名,十堰85名,哈尔滨66名,保定81名。
315名 护 生 中,男39人,女276人;年 龄19~24
(21.10±0.85)岁。
1.2 方法

1.2.1 问卷条目池的形成

1.2.1.1 文献分析 基于 Noddings关怀教育理

论[11],搜集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分析,找准关怀教学

要点并对结果进行汇总、整合,为制订问卷条目池提

供理论依据。
1.2.1.2 质性访谈 2019年11~12月,采取半结

构式访谈法对10名护理专业教师和12名护生进行

访谈。教师纳入标准:从事护理专业课教学10年以

上。护生纳入标准:正在进行和(或)已经完成护理专

业课学习的在校护生。针对教师的访谈提纲为:①请

问您是否参加过人文关怀相关知识的学习或培训?
培训的形式和途径是什么? ②您认为护理教学中向

学生讲授人文关怀相关知识和技能重要吗? ③您认

为目前护理专业课教学中人文关怀的渗透情况如何?
④您在专业课教学中就人文关怀教学开展了哪些工

作? 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⑤您对今后更好地开

展人文关怀教学有何建议? 针对护生的访谈提纲为:
①请问你为什么要选择护理学专业? ②你认为人文

关怀对护理学专业有什么意义? ③在专业课的学习

过程中是否有老师讲授人文关怀的知识? 如果有,能
否请你具体描述一下? 你觉得此类教学体验对你有

什么帮助? ④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是否关心学生?
请举例说明。⑤在人文关怀教学方面,你对教师、教
材、课程安排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呢? 选择安静、访
谈对象相对熟悉的场所进行访谈,访谈时间23~45

 

min。通过访谈了解专业课教师践行关怀教学的意识

和举措及护生对关怀教学的感知和体验,为制订问卷

条目池提供现实依据。
1.2.2 问卷初稿的编制 依据初步形成的问卷条目

池编制专家咨询问卷,通过电子邮件发出、回收问卷,
邀请17名护理教育及人文关怀领域的专家对问卷条

目进行评议、筛选并提出修改意见,专家依据Likert
 

5
级评分法针对各条目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评分。本研

究共进行2轮专家咨询,结合专家评分情况及提出的

增减、修改意见对问卷进行调整,形成的问卷初稿包

括7个维度57个条目。
1.2.3 问卷调查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符合纳入标

准的护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根据知情同意原则,
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问卷调查目的,通过“问卷星”

平台发放问卷。共收回问卷330份,剔除条目缺失

值>5%的问卷15份,共获得有效问卷315份。问

卷包含三部分:①第一部分是指导语,用于阐释本次

问卷调查的目的及意义;②第二部分是调查对象的

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是否为独生

子女、学校、年级、是否为班干部等;③第三部分是问

卷内容。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让调查对象

对每个条目所描述的教学现况进行评价,各条目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值1~5分,得分

越高表明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越到位。在间隔

2周后,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30名护生检测问卷的

重测信度。
1.2.4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20.0软件分析数

据。对一般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问卷条目的筛选

和评价采用项目分析法。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重测信度。效度分析采用:①结构效度。运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方差最大

正交旋转,以特征值>1和碎石检验,提取公因子。
将因子载荷<0.4,或存在双载荷(同时在2个以上因

子载荷值>0.4,差值<0.2)的条目删除。②内容效

度。采用专家评定法,选取6名专家分别对各条目与

相应维度的关联性进行评价,计算内容效度指数

(CVI),包括问卷水平的CVI(S-CVI)和条目水平的

CVI(I-CVI)。
2 结果

2.1 专家咨询结果 专家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第1
轮为85%,第2轮为100%,2轮函询专家的权威系数

(Cr)均为0.89。本研究以条目赞同率<80%且变异

系数>25%作为剔除标准,同时参考专家反馈意见,
对问卷内容进行修订。研究小组集中商讨后删除4
个条目、增加22个条目、修改16个条目,最终形成包

含7个维度、57个条目的问卷初稿。
2.2 调查结果

2.2.1 项目分析 ①Pearson相关系数法:各条目与

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73~0.833,均>0.400,
无删除项。②临界比值法:将条目总分由高至低排

列,将总分在前27%即≥241分的86人归为高分组,
总分在后27%即≤211分的87人归为低分组,两组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57个条目的CR 值为7.770~
20.545(均≥3.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1),无删除、修改条目。
2.2.2 效度分析

2.2.2.1 结构效度 探索性因子分析其KMO 值为

0.966,Bartlett检验值为17
 

250.535,P<0.01,表明各

条目之间有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5
个公 因 子,删 除18个 条 目,方 差 累 积 贡 献 率 为

66.276%,39个条目的共同度为0.507~0.784。最终

形成的问卷包含5个维度共39个条目,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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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调查问卷的因子载荷(n=315)

条目
教学

环境

教师教

学能力

教师关

怀行为

教学

设计

考核

评价

教学场所内设置了人文知识宣传栏、展示板等 0.699 0.138 0.227 0.143 0.189
院校定期开展人文关怀系列知识讲座、情感教育活动等 0.652 0.021 0.165 0.102 0.408
临床见习科室环境清洁、温馨 0.612 0.369 0.140 0.219 0.112
教师与学生关系融洽 0.602 0.390 0.197 0.159 0.162
临床教学氛围轻松、愉快 0.507 0.369 0.281 0.349 0.049
教师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标注重、难点 0.138 0.774 0.250 0.217 0.256
教师合理规划教学时间 0.174 0.756 0.263 0.288 0.173
教师明晰课程目标 0.247 0.692 0.252 0.324 0.130
教师积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类问题,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学生课后咨询 0.214 0.671 0.234 0.353 0.082
临床教师护理技术娴熟 0.209 0.641 0.137 0.329 0.027
教师学识精深 0.219 0.626 0.107 0.318 0.114
教师熟悉人文关怀相关理论及知识,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 0.340 0.551 0.188 0.204 0.182
教师积极听取学生意见,反思教学过程,不断改善教学模式 0.225 0.539 0.300 0.155 0.295
教师主动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0.156 0.265 0.715 0.201 0.304
教师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在细节之处凸显出对学生的关怀 0.162 0.299 0.700 0.153 0.302
教师关注学生在学习中的感受,给予耐心指导 0.247 0.329 0.669 0.263 0.250
教师善于与学生沟通,具有较强的亲和力 0.246 0.338 0.665 0.338 0.136
教师善于激励、鼓励学生 0.240 0.365 0.633 0.383 0.142
教师能够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 0.240 0.330 0.609 0.203 0.329
教师信任学生,对待学生一视同仁 0.247 0.372 0.561 0.255 0.231
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进行人文关怀教学(如角色扮演、情景模拟、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 0.109 0.344 0.179 0.744 0.126
教师注重临床实践,引导学生在见习过程中应用关怀技能与患者交流、互动 0.135 0.288 0.141 0.716 0.258
考试得分包括卷面分和平时分(包括考勤、课堂参与情况、关怀表达等) 0.186 0.383 0.060 0.713 0.077
教师引导学生在各个操作环节中体现人文关怀,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创设不同的情境进行训练 0.047 0.230 0.192 0.697 0.270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不局限于试卷作答 0.172 0.375 0.085 0.692 0.003
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融入临床真实人文关怀案例,讲述护理相关疾病患者的关怀性细节 0.235 0.201 0.317 0.682 0.114
使用模拟人进行教学时,教师引导学生将其视为真正的患者,予以尊重和爱护 0.078 0.332 0.176 0.680 0.222
教师注重讲解如何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健康指导”等内容 0.181 0.111 0.346 0.677 0.226
教师在临床上对患者表现出关怀态度,实施关怀行为 0.104 0.417 0.153 0.673 0.029
实验课考核中将人文关怀纳入考核标准,赋予分值 0.180 0.336 0.059 0.651 0.179
教师与学生共同思考、解决问题,帮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0.172 0.364 0.221 0.645 0.233
教师指导学生如何使用恰当的语言与患者进行沟通(包括安慰性语言、鼓励性语言、赞美性语言、

 解释性语言、告知性语言、询问性语言等)
0.209 0.030 0.436 0.645 0.162

作业根据学生情况制定,作业量及难度适宜 0.196 0.270 0.107 0.630 0.110
在生活中,我能运用所学习的知识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 0.243 0.261 0.234 0.564 0.152
教师指导学生如何合理运用肢体语言表达关怀 0.168 0.145 0.306 0.529 0.332
院校通过承办各级、各类护理人文关怀技能大赛考察学生的关怀意识和能力 0.151 0.072 0.211 0.056 0.784
定期采用问卷对学生的关怀素质、关怀能力等进行评价 0.119 0.058 0.144 0.092 0.769
院校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如院校活动、社区走访,社会实践等)积极开展人文关怀教育 0.207 0.108 0.226 0.251 0.658
考核方式注重评价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0.116 0.184 0.161 0.361 0.595

2.2.2.2 内容效度 问卷的S-CVI为0.939,I-CVI
为0.833~1.000。
2.2.3 信度分析结果 见表2。

表2 各维度及问卷总体的信度

项目 Cronbach's
 

α系数 折半信度 重测信度

教学环境 0.832 0.775 0.927
教师教学能力 0.928 0.896 0.927
教师关怀行为 0.946 0.909 0.954
教学设计 0.959 0.917 0.951
考核评价 0.831 0.768 0.843
总量表 0.972 0.894 0.950

3 讨论

3.1 问卷编制的质量保证 问卷制作过程中,以
Noddings关怀教育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国内外护理关

怀教学相关文献,保证了问卷的覆盖面和较高质量。
通过对护理学专业教师和护生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

谈,了解教师及护生对关怀教学现状的真实体验和感

受,分析现阶段关怀教学情况,保证了问卷的特异性。
在专家咨询中,专家的选择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科
学性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选取来自全国9个省市

的17名专家,遍布我国内地不同经济区域,涉及护理

教育、临床护理、护理管理领域,咨询专家在专业领域

和地域上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保证了问卷的合理

性。问卷的编制中,条目的修订、筛选是最关键的问

题,本研究采用了应用较广泛的条目筛选方法:专家

咨询法、条目重要性赋值、条目满分率、条目分析、因
子分析、内在一致性检验等,保证了问卷内容的科学、
严谨。
3.2 问卷的效度评价 效度主要用于评价量表的有

效性、准确性及正确性,是指一个量表实际测到的内

容与所要测量的概念内在属性之间的吻合程度,包括

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12]。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

·31·护理学杂志2021年2月第36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