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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在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成就间的中介作用

邹锦怡,高文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习投入的关系,为提高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

一般资料调查表、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大学生学业成就量表和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对345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本科生学习投入得分(74.13±16.27)分,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57.73±9.46)分,学业成就得分(65.00±9.36)分。学习投入

在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成就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7.71%。结论
 

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学习投入水平可部分中介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可通过引导护理本科生增加学习投入,鼓励学生树

立对未来的目标,积极主动学习,提高学业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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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cademic
 

achievement,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i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345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a
 

self-designed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the
 

College
 

Student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the
 

College
 

Stud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Scale
 

and
 

the
 

General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ample
 

scored
 

74.13±16.27
 

on
 

learning
 

engagement,
 

57.73±
9.46

 

o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65.00±9.36
 

on
 

academic
 

achievement.Learning
 

engagemen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accounting
 

for
 

57.71%
 

of
 

the
 

total
 

effects.
 

Conclusion
 

The
 

aca-
demic

 

achievement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s
 

at
 

moderate
 

to
 

high
 

level.Learning
 

engagement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ducators
 

can
 

instruct
 

students
 

to
 

engage
 

in
 

learning,
 

set
 

up
 

goals
 

for
 

the
 

future,
 

and
 

learn
 

actively,
 

resulting
 

in
 

improving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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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业成就是评价学生学

习成效的重要指标。目前,对学业成就尚没有统一定

义,可以概括为学生通过阶段性、持续性学习获得的

知识和技能,并通过标准化测试以反映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学业表现[1]。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未来自

我发展的认识、情感和行为倾向[2-3]。Simons等[4]认

为,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高的学生,能积极面对未来、
树立目标,对学习更加投入,收获更多学业成就。国

内研究也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

向预测作用[5-6]。学习投入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

和付出努力的意愿,研究表明,学习投入可以有效预

测学业成就[7],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学业成

就越突出。因此,本研究在以往讨论未来时间洞察力

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影响的基础上,引入学习投入作

为中介变量,探索三者之间的效应关系,以期为护理

教育者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制定促进学业成就的干预

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广西

医科大学护理专业大一至大三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全日制学生;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排除

标准:调查期间休学、病假及其他因素不在校。根据

结构方程模型建模要求,样本量应不低于200[8]。本

研究最终纳入345名学生。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

包括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学

生干部,家庭经济情况,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喜欢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程度,共计8个条目。

1.2.1.2 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李西营等[9]在

工作投入量表基础上修订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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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3个维度,分别为动机、精力、专注,共17个条

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从来没有”至“总是”依次

赋1~7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学习投入度越高。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9。本研究中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5。

1.2.1.3 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 采用由宋其

争[2]编制的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包含未来时

间效能、远目标定向、行为承诺、未来意象和目的意识

5个维度共20个条目。采用4点自评式计分方式,

1~4分别表示“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总分20~80
分,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
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重测信度为

0.793。本 研 究 中 问 卷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98。

1.2.1.4 大学生学业成就量表 采用由杨娜[10]修

订的大学生学业成就量表,由人际促进、学习认知能

力、沟通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4个维度共19个条目

组成。采用Likert
 

5级计分,“完全不符合”至“完全

符合”依次计1~5分,总分19~95分,得分越高表示

学业 成 就 越 高。总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824,分半信度系数为0.823。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5。

1.2.2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问卷星平台制作电子问

卷,生成二维码和链接(每个年级的均不同,便于后续

资料核对统计)。发问卷前,预先与各年级问卷发放

负责人联系,并进行统一的电子问卷发放要求及注意

事项培训。调查对象通过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进

入微信或QQ平台,采用匿名方式作答,每个IP只能

填写1次,以防止重复作答。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
全部作答完毕才能提交答卷,确保填写的完整性。本

次问卷发放时间为2023年3月6-13日,共回收问

卷358份,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答题时间<180
 

s、回
答逻辑前后矛盾、作答选项均为同一选项的无效问

卷,最 终 得 到 有 效 问 卷 345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6.3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

性分析。使用Amos26.0软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运
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采用Bootstrap法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习投入与学业

成就得分 见表1。

2.2 不同特征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得分比较 见表2。

2.3 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习投入与学业

成就的相关性分析 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投入和

学业成就呈正相关(r=0.646、0.614,均P<0.001),
学习投 入 与 学 业 成 就 呈 正 相 关(r=0.732,P<
0.001)。

表1 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学习投入与

学业成就得分(n=345) 分,x±s

项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未来时间洞察力 20 57.73±9.46 2.89±0.47
 未来时间效能 3 8.10±2.32 2.70±0.77
 远目标定向 5 13.28±3.35 2.66±0.67
 行为承诺 4 10.32±2.70 2.58±0.68
 未来意象 4 10.80±2.47 2.70±0.62
 目的意识 4 15.24±3.06 3.81±0.76
学习投入 17 74.13±16.27 4.36±0.96
 动机 6 27.43±5.89 4.57±0.98
 精力 6 25.27±6.06 4.21±1.01
 专注 5 21.43±5.16 4.29±1.03
学业成就 19 65.00±9.36 3.42±0.49
 人际促进 5 18.79±3.32 3.76±0.66
 学习认知能力 4 13.98±2.80 3.50±0.70
 沟通能力 5 16.66±2.68 3.33±0.54
 自我管理能力 5 15.57±2.97 3.11±0.59

表2 不同特征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学业成就

(分,x±s)
t/F P

性别 1.333 0.188
 

 男 48 67.50±14.75
 女 297 64.59±8.13
年级 7.990<0.001

 

 大一 114 66.31±11.92
 大二 124 66.09±7.10
 大三 107 62.33±8.00
家庭居住地 0.482 0.630

 

 城镇 149 64.71±9.81
 乡村 196 65.21±9.03
独生子女 0.272 0.786

 

 是 64 64.64±12.17
 否 281 65.08±8.62
学生干部 1.866 0.063
 是 138 66.14±10.17
 否 207 64.23±8.72
家庭经济状况 4.622 0.015
 较好 18 67.89±18.07
 一般 206 65.94±8.30
 较差 121 62.96±8.96
选择护理专业原因 1.426 0.242

 

 自愿选择 205 65.57±9.71
 父母或他人帮选择 110 63.75±9.08
 专业调剂 30 65.60±7.66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8.840<0.001

 

 不喜欢 25 58.84±16.01
 一般 179 63.88±8.51
 比较喜欢 114 66.52±7.61
 喜欢 27 71.70±8.55

  注:方差不齐时采用 Welch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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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介效应分析 以未来时间洞察力为自变量,
学习投入为中介变量,学业成就为因变量,建立结构

方程假设模型。结果显示,模型配适度指标 NFI、

RFI、IFI、TLI、CFI 分别为0.972、0.960、0.986、

0.979、0.986,均>0.9,同 时,χ2/df=2.023(<
5.0),RMSEA=0.055(<0.8),表明模型总体拟合

良好[11]。模型及路径系数,见图1。使用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及路径检验,选择抽取5

 

000
次,若效应值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
明效应显著。结果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成就

(β=0.323,P<0.001)和学习投入(β=0.750,P<
0.001),学习投入对学业成就(β=0.589,P<0.001)
均有显著影响。学习投入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

成就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

57.71%,见表3。

图1 学习投入对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投入的

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表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效应值 SE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P

效应占比

(%)
直接效应 0.376 0.085 0.2180.552 <0.001 42.29
间接效应 0.513 0.080 0.3660.685 <0.001 57.71
总效应 0.889 0.093 0.7091.072 <0.001 100.00

3 讨论

3.1 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

究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总分为65.00±
9.36,条目均分为3.42±0.49,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1,12],提示护理本科生学业成就

感总体情况良好。在学业成就各维度中,人际促进维

度条目均分最高为3.76±0.66,其次是学习认知能

力、沟通能力,得分最低的是自我管理能力维度,条目

均分为3.11±0.59。分析原因可能为:①大学生虽

在校园中,但仍是社会中的一员。良好的人际关系与

社会交往能力能够使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生

更加自信从容。护理本科生在未来工作中将面对各

行各业、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身心状态的人们,因此他

们会有意识地学习掌握更多人际交往的知识和技巧,
以胜任未来的职业发展需求。杜靖等[13]对医学生人

际交往的调查发现,护理专业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高

于其他非临床医学专业。②自我管理是指个体对自

己本身及对自己的目标、思想、心理和行为等进行管

理。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学习期间远离父母的直

接管束和督促,大学老师也不再像初高中老师那样监

督学习,一时之间许多学生无从适应,而且容易受身

边同学的价值观和行为影响,由此造成自我管理能力

偏低。护理教育者需引导护理本科生建立积极而有

益的人际关系,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
鼓励他们将当下学习与未来现实目标相结合,同时,
增强自我管理意识及约束能力,从而收获更高的学业

成就。

3.2 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及社会实践活动可影响护

理本科生的学业成就 表2显示,不同年级护理本科

生学业成就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

年级的护理本科生对所选专业充满好奇,促使其乐于

主动投入学习,学业成就最高;二年级的护理本科生

增加了专业课程学习,对本专业的理解又增加了新认

识,因此学习动力仍然比较强;三年级的护理本科生

面临着实习与就业等人生选择,对自我未来的目标尚

不清晰,学业压力比较重,故学业成就最低。不同家

庭经济状况的护理本科生,其学业成就得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可能是由于良好的家庭经济

支持使学生能够更加安心地投入学习,更加从容地选

择自己向往的人生,没有经济困难的担忧。而家庭经

济状况一般的学生,常肩负着父母的期待与自我人生

发展的双重压力,心理负担较重,学业成就较前者低。
蒋承等[14]研究也发现,家庭贫困大学生参与学术科

研、文体、社团等活动的积极性显著低于非贫困大学

生。然而积极参与活动、融入社会对他们的学业成就

发展尤为重要。喜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程度也影

响护理本科生的学业成就得分(P<0.05)。林敏

等[15]认为,护理专业学生在参加志愿服务过程中,不
仅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得到提升,还能感受到志愿服

务对学习及自我成长的积极影响。喜欢参与社会实

践活动的护理本科生,对自我认识和思考往往更深

刻,对个人成长目标定位与未来职业发展方向也更清

晰。他们更愿意付出努力以实现学习目标,因此学业

成就较高。因此,护理教育者需加强关注大三年级、
家庭经济差及不喜欢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护理本科

生,针对性提高他们的学业成就水平。

3.3 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正向影响护理本科生的学

业成就 以往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生的学

习动机、学习态度以及学业成就都具有积极影响[16]。
本研究中,护理本科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总分为

57.73±9.46,呈中等水平,与相关研究结果[17]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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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成就呈正相关

(P<0.05),说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成就具有积

极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大学生而言,他们期待的是美

好的未来,而未来目标能否实现将对他们的生活产生

重要影响[18]。这表现在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
自我调节能力越好[19],主观幸福感越强[20],对实现较

高学业成就的愿望更强烈[21]。护理教育者应重视培

养护理本科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鼓励他们多以“未
来”的视角思考人生,提升时间管理水平,增强自我对

学习过程的掌控感。另外,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时间

洞察力各维度中,目的意识的均分最高,远目标定向

和行为承诺均分最低,说明护理本科生对未来生活和

人生发展具有较强的目的意识及主动性,但对未来职

业及人生发展等远期目标考虑得不够长远。因此,在
实现目标过程中,自我执行力和推进力不足。大学生

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关键塑型期,护理教育

者应增强对学生的情感支持,帮助学生形成稳定的职

业发展方向,增强其专业认同水平、学习适应能力、持
续学习动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致力于培养专业能力

强、符合社会需求导向的护理人才。

3.4 学习投入在护理本科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

成就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

学习投入总分为74.13±16.27,呈中等偏上水平,略
高于徐萍萍等[22]研究结果。护理本科生的学习投入

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成就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57.71%。表明护理本科

生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强,学习投入越多,学业成就更

突出。基于此,护理教育者开展教学活动前,应主动

了解学生,根据学生不同的认知类型及风格、教学偏

好,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参与度[23-25],从而提升学习

的积极性。学习投入各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动机,其
次是专注,最低为精力。这表明护理本科生学习动机

较强,期望掌握更多知识和本领,增强自身实力,但投

入学习的专注力和精力尚不足。当前社会纷繁复杂,
大学生面对着各种各样学业以外的诱惑,学习时间和

精力难免被其他因素分散,此外,大学生社会经验尚

浅,心智不够成熟,缺乏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因此,
护理教育者要结合护理本科生目前的心理状况和学

习现状,采取综合措施,增强认知干预[26],既注重“教
得好”,更注重“学得好”,激发他们的内在自主学习动

力和潜能,提升自我专注力,同时创新教育教学手段,
利用丰富的线上资源,在教学中增加游戏体验感,吸
引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氛围。此外,除鼓励护理本科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学习外,还应强化他们的目标意识和行为承诺,增

强自我约束能力,重视培养未来意识,发挥护理本科

生的主观能动作用以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在学习过

程中不断树立目标,实现目标,收获学业成就。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的学业成就处于中

等偏上水平,学习投入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成就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护理教育者注重培养护理

本科生对未来人生规划的能力,通过专业思想教育及

人生价值观引导,鼓励学生制定目标学习计划,使其

在目标的指引下,主动投入学习,以收获学业成就。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所医科

大学的大一至大三护理本科生为样本,地域局限且样

本量偏小,还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调查或纵向研究,
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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