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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优势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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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本科生的优势使用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护生优势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优势

使用量表和优势认知量表、创新行为量表对湖南省4所院校的382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本科生优势使用总分为

(62.57±11.95)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格类型、学习压力应对方式、是否担任干部、寝室学习氛围、优势认知、创新行

为是护理本科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素(均P<0.05),能解释总变异的58.0%。结论
 

护理本科生优势使用处于中等水平,影响因

素较多,护理教育者应采用针对性措施改善护生优势使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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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strengths
 

use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s
 

A
 

total
 

of
 

382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from
 

four
 

college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the
 

Strengths
 

Use
 

Scale,
 

Strengths
 

Knowledge
 

Scale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Scale.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strengths
 

use
 

was
 

(62.57±11.95).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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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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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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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d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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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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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ll
 

P<0.05),
 

expl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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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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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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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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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来,我国高

等护理教育开始注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

用型护理人才[1]。优势视角强调个体本身的优势与

价值,能促进学生产生主动获取知识的意愿与行为,
帮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2]。个体优势是指那些能让

人感到充实与力量的品格特征或才干,也是能带来高

绩效的个人惯有思维、感觉与行为模式[3]。优势使用

则是指个体在不同情境下,使用自身优势的情况[4]。
James[5]指出,人们拥有大量的资源,但大多数个体在

一生中只使用一小部分资源,并将资源利用成为优

势。优势使用能帮助个体更好地投入工作和实现自

我价值[6]。研究表明,提升优势使用能刺激个体主动

地寻求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进而增强知识与

技能[7]。护理学是一门操作性较强的学科,护理教育

者注重护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培养护生的优势使

用能提升其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对护理专业人

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护理教育多以

老师讲授为主[8],护生灵活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处理

复杂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本研究探讨护生优势使

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提高护生优势使用的能

力提供参考依据,为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型护

理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5~7月,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长

沙医学院、湖南医药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和吉首大学

4所医学院校的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全日制1~3年级在籍护生;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参

加。排除标准:①休学生、重修生;②专升本护生。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由研究

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级、学校、性格类型、父
母教养方式、对护理专业的态度等。②优势使用量表

(Strengths
 

Use
 

Scale,SUS):由 Govindji等[4]于

2007年编制,本研究采用中文版量表[9]。为单维度,
包含14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1~7分,总分14~98分,
得分越高,说明优势使用状况越好。本研究中量表测

得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0。③优势认知量表

(Strengths
 

Knowledge
 

Scale,SKS):由Govindji等[4]

编制,本研究采用中文版量表[9]。共8个条目,采用

Likert
 

7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
次计1~7分,总分8~56分,得分越高,说明优势认

知情况越好。本研究中量表测得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57。④创新行为量表[10]:于2019年改编而

成。为单一结构维度,共包含10个题项,采用Li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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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分。本研究中量表测得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65。
1.2.2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与网络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现场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征得学院同意后提

前联系各班辅导员,征得辅导员同意后由小组成员向

护生详细讲述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要求护生独自完

成问卷,并当场收回。网络问卷调查借助“问卷星”发
给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的护生,采用统一指导语,以匿

名的形式填写。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27份,剔除无效

问卷(空缺、遗漏或答案明显呈现规律性),回收有效

问卷382份,有效率为89.5%。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描述。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α=
0.05。
2 结果

2.1 护生优势使用、优势认知、创新行为评分及其相

关性 见表1。
表1 护生优势使用、优势认知、创新行为

评分及其相关性(n=382)

项目
总分

(x±s)
条目均分

(x±s)
得分率

(%)
优势使用

r P
优势使用 62.57±11.95 4.50±0.85 64.2 - -
优势认知 38.37±6.46 4.80±0.81 68.6 0.663 <0.001
创新行为 32.64±5.78 3.26±0.58 65.2 0.610 <0.001

2.2 护生优势使用各条目得分 见表2。
表2 护生优势使用各条目得分(n=382)

条目 得分(x±s)得分率(%)

1.我经常能够做我擅长的事情 4.70±1.16 67.1
2.我总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4.45±1.06 63.6
3.我总是能够使用我自己的优势 4.51±1.11 64.4
4.我通过运用自己的优势来获得自己想要的 4.73±1.08 67.6
 东西

5.我每天都使用自己的优势 3.91±1.18 55.9
6.我利用自己的优势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4.41±1.19 63.0
7.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使用自己的优势 4.29±1.25 61.3
8.我的生活给我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途径去发挥 4.59±1.18 65.6
 自己的优势

9.我能够顺其自然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4.72±1.06 67.3
10.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非常容易运用到自己 4.35±1.15 62.1
 的优势

11.我能够在很多不同的情境中使用自己的优势 4.50±1.09 64.3
12.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做我擅长做的事情上面 4.43±1.18 63.3
13.使用自己的优势是我非常熟悉的事情 4.50±1.15 64.3
14.我能够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使用自己的优势 4.49±1.08 64.1

2.3 不同特征护生优势使用得分比较 见表3。
2.4 护生优势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护生优势使用总分为因变量,以优势认知、创新行

为和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作为自变量

实施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
结果显示,性格类型(以外向型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学习压力应对方式(积极应对=1,消极应对=2)、担
任学生干部(是=0,否=1)、寝室学习氛围(比较浓

厚=1,一般=2,不太浓厚=3)、优势认知(实测值)、
创新行为(实测值)6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可解释优

势使用总分变异的58.0%。见表4。
表3 不同特征护生优势使用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优势使用(分,x±s) t/F P

性别 0.279 0.781
 男 51 62.50±11.66
 女 331 63.00±13.80
年级 2.686 0.069
 大一 171 61.00±11.74
 大二 121 63.91±10.85
 大三 90 63.73±13.45
学历层次 1.222 0.223
 本科一批 117 63.74±12.96
 本科二批 265 62.05±11.46
独生子女 1.083 0.280
 否 287 62.18±12.11
 是 95 63.72±11.42
性格类型 14.570 0.000
 外向型 85 67.99±12.62
 趋中型 219 61.91±11.54
 内向型 78 58.50±10.26
护理专业选择原因 4.097 0.017
 自愿选择 185 63.58±11.28
 以他人意愿为主 118 59.98±11.39
 调剂 79 64.05±13.69
学习压力应对方式 5.012 0.000
 积极应对 360 63.30±11.50
 消极应对 22 50.55±12.89
担任过学生干部 3.202 0.001
 否 257 63.91±11.87
 是 125 59.79±11.64
校内竞赛参与情况 13.904 0.000
 经常参加 72 68.40±12.05
 偶尔参加 268 61.80±11.43
 从不参加 42 57.43±11.57
志愿服务活动 10.125 0.000
 经常参加 78 66.47±14.18
 偶尔参加 258 62.42±10.92
 从不参加 46 56.74±11.07
兼职时长 1.657 0.192
 长时间 39 65.79±12.80
 短时间 198 62.00±11.70
 无兼职 145 62.47±12.00
寝室学习氛围 5.629 0.004
 比较浓厚 55 66.20±12.53
 一般 221 62.98±11.52
 不太浓厚 106 59.81±12.01
学习目标完成情况 18.215 0.000
 较好 86 68.12±11.00
 一般 244 61.93±11.48
 不太好 52 56.33±11.98

表4 护生优势使用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382)

项目 β SE β' t P

常量 17.158 4.366 - 3.930 0.000
性格类型(内向型) -1.310 0.631 -0.072 -2.078 0.038
学习压力应对方式 -5.188 1.739 -0.101 -2.984 0.003
担任学生干部 1.773 0.858 0.070 2.066 0.039
寝室学习氛围 -1.728 0.628 -0.092 -2.752 0.006
创新行为 0.737 0.078 0.356 9.393 0.000
优势认知 0.832 0.071 0.450 11.768 0.000

  注:R2=0.587,调整R2=0.580;F=88.720,P=0.000。

3 讨论

3.1 本科护生优势使用处于中等水平 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护生优势使用条目均分(4.50±0.85)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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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为64.2%,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护生的优势使用

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本研究结果中护生的优势

使用得分低于白诚智等[11]对临床护士研究中优势使

用的得分。分析原因可能与临床护士已具备较完善

的临床护理知识与技能,而且是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

专业人才有关。提示护理教育者要培养护生的临床

思维和实践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

机会使用自身优势。14个条目中得分最高的前2个

条目为“我通过运用自己的优势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

西”“我能够顺其自然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说明大部

分护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并能把握时机使用优势。究

其原因,优势是一种能力,拥有这一能力的人其感受、
思考和行为方式能帮助个体在追求重要结果时实现

自我价值[12],因而当护生想要达成目的时会在实践

中运用优势。得分最低的2个条目是“我的工作给了

我很多机会去使用自己的优势”和“我每天都使用自

己的优势”,说明大部分护生缺乏使用优势的契机,并
且使用优势的频率偏低。究其原因:护生的个人优势

在参与学生事务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给予发挥的机会

不多,本研究中仅有18.8%护生在校期间经常参加

校内竞赛,20.4%护生经常参加校外志愿服务活动,
使得许多护生缺少发挥自身优势的平台,专业知识和

课外实践的经验积累不足,导致无法充分转化为优势

使用。因此,高等护理教育者对护生的培养应不仅仅

局限于传统校园中的授业解惑,还需要安排其更早接

触临床、参与专业性较高的活动。同时,应鼓励护生

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如护理操作技能大赛、护士礼

仪风采大赛等,积极参加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暑期
“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以提供更多机会让护生使

用自身优势。
3.2 本科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素

3.2.1 性格类型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性格类型是

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素(P<0.05),外向型性格的

护生优势使用较内向型更好。究其原因:性格类型无

优劣之分,但外向型性格的护生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勇

气、社交智慧。他们在语言沟通方面占一定的优势,
更热衷于人际交往[13];内向型性格的护生在学术研

究[14]、洞察悟性上占一定的优势,更倾向于冷静分析

问题。内向型性格的护生往往喜欢独处或安静,而各

高校越来越重视课外活动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

作用[15],可能给予内向型性格的护生发挥优势使用

的平台不多。因此,护理教育者应努力为不同性格的

护生提供一个包容和鼓励的环境,可以多为护生提供

一些自我表现的机会,鼓励其多参与一些与专业相关

的演讲和辩论比赛等活动,积累学习经验并反思自身

存在的不足。同时,应鼓励内向型护生利用自身性格

沉稳、情感细腻的优秀品质多钻研问题,多参加学术

研究类活动如科研兴趣小组,为将来进入临床应对各

类问题奠定基础,凸显自身的优势。
3.2.2 担任学生干部 本研究结果显示,是否担任

学生干部是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素(P<0.05),即
没有担任学生干部的护生优势使用得分明显高于担

任过学生干部的护生。究其原因:目前许多高校学生

干部缺乏开展各项活动的主动性和创新性[16],只是

机械地完成老师交代的工作任务。基于一定的价值

判断和利益考量,大部分没有担任学生干部的护生往

往认为担任学生干部会影响学习效率[17],选择将精

力集中在课业学习和兴趣培养最终展示为优势提升

自己。研究表明,做有意义的工作、追求有价值的结

果是激励个体发挥优势的有效途径[18]。因此,各院

系学生组织管理者应丰富院系活动的内涵和意义,增
强其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从而提升学生干部管理工作

的自我价值;在选拔学生干部时要综合学生的素质和

能力考虑,让真正想锻炼自己、愿意发挥才能优势的

护生参与相应的学生管理工作。同时,引导护生担任

学生干部不是激发自己潜能、提高社会交往能力的唯

一途径,普通的护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职业规划,同样

能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和个人优势。
3.2.3 寝室学习氛围 本研究结果显示,寝室学习

氛围是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素(P<0.05),即寝室

学习氛围越浓厚,护生的优势使用得分越高。说明浓

厚的寝室学习氛围能增加彼此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
究其原因:个人优势是否在集体中发挥能动作用不仅

取决于个人,还受周围环境的影响[19]。同伴效应会

鼓励个体向优秀的室友寻求专业知识上的帮助[20],
学习资源的共享在外部竞争环境的刺激下能激发护

生的内驱力,应对学习时彼此合作使用自身优势。因

此,可以定期举行宿舍学习交流会、专业知识小竞赛

等,激发寝室的学习兴趣,提供培养和使用优势的机

会;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寝室风采评比活动,选出优秀

的个人或寝室给予奖励,开展积极的文化宣传,有效

地刺激同伴之间形成良性竞争并使用优势。
3.2.4 学习压力应对方式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学
习压力应对方式是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素(P<
0.05),即采取积极方式应对学习压力的护生优势使

用得分高于消极应对压力的护生。究其原因:清楚地

理解积极应对方式重要性的个体心理弹性更高,并能

在逆境中有效地克服消极情绪[21],能主动辨别自我

优势,进而促进自身优势使用。因此,教育者应构建

护生心理弹性培训方案和干预措施,培养其积极应对

问题的思维方式,改善优势使用现状。同时,引导消

极应对压力的护生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转变个体的

认知、情绪和行为,调动自身积极性使用优势。
3.2.5 优势认知 本研究结果显示,优势认知水平

越高,优势使用情况越好。优势认知是优势使用发挥

作用的必要前提[22]。首先,认识优势能帮助个体识

别自身才干[3],增强护生的自信心,激发护生的内在

学习动力进而促进个体使用优势。如果优势认知明

确,个体会积极地选择并重视以往使用过的经验和能

力解决问题,但如果自我优势认知不足,个体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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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或排斥过往经历[7],而忽视优势使用。护生只有

正确认识自身优势并不断付出努力才能不荒废优势。
因此,护理教育者要通过指导护生识别自身优势,帮
助其树立正确合理的专业认识和职业规划,肯定其自

身价值而进一步使用优势。
3.2.6 创新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创新行为表现

越积极,优势使用情况越好。究其原因:具有高度创

新行为的护生更愿意接受挑战[22],用新颖的思维方

式处理问题,进而促进护生灵活使用优势。创新行为

对培养护生的专业认同具有推动作用[23],较高的专

业认同能帮助个体更好地投入专业学习,以便建立完

善的知识体系发挥优势。目前,大学期间只有少数个

体有参与创新课题和竞赛的经历[23]。许多个体陷入

“标准答案”的定势思维中,导致难以突破创新[24],不
能形成自己的优势。因此,护理院校应该为护生提供

一个创新性的教育平台,鼓励护生踊跃参加创新创业

类项目申报和学科竞赛。护理教育者可以在课堂中

引入学科前言的信息,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启发式教

学,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同时多给护生提供动手操

作机会,引导其进行临床护理器具创新发明,为改善

护生创新行为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机会,激发护生的创

新意识,让护生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优势。
4 小结

护生是未来临床护理事业的主力军,积极改善护

生的优势使用现状对推动我国护理事业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护生的优势使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性格

类型、应对困难的方式、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寝室学习

氛围、优势认知、创新行为是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因

素。各高校应引导护生挖掘潜能和使用优势,重视对

护生优势使用的培养,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护理人才

提供参考依据。本次研究仅选取了湖南省4所院校

的护生进行横断面研究,未来可进一步采用典型个案

访谈、行为观察等质性研究探讨护生优势使用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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