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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硕士研究生时间管理倾向、科研自我效能感
与科研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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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现状,探讨时间管理倾向、科研自我效能感与科研能力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18所普通院校2017~2019级353名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用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学术型硕士

科研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护理研究生科研能力评价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总分为89.41±
13.11,时间管理倾向得分3.58±0.39,科研自我效能感得分3.57±0.54;时间管理倾向可正向预测科研能力和科研自我效能感

(均P<0.01);科研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理倾向与科研能力中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5.75%。结论
 

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科研能力总体水平较高,科研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理倾向与科研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可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加强护理学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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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能力是指个体完成科研任务所需要的能

力[1]。它是研究生阶段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也是有

别于本科教育的核心所在,更是评判研究生教育质量

的重要指标[2]。护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关乎着护理

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是提升护理质量和带动学科发

展的重要力量[3]。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具

有基础性、差异性和发展性等特点,相比注重实践教

育的专业型硕士而言可塑性更高[4]。普通院校在高

等院校中占比较大,但科研水平与“985”“211”及“双
一流”院校相比相对较弱,提高普通院校护理研究生

的科研能力,将利于全国高校整体护理科研水平的提

高。因此,关注普通院校护理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下称护理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非常必要。
研究生能否充分管理好时间,直接关系到其读研期间

各项素质与能力的发展[5]。科研自我效能感是自我

效能感应用至科研领域的产物,能影响人的决策和行

为[6]。科研自我效能感对于个体的科研产出[7]等具

有很好的预测性。本研究基于个体—环境交互作用

理论视角,拟整合时间管理理论及社会认知理论,以
探究时间管理倾向、科研自我效能感与科研能力之间

的关系,旨在为提升护理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水平

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5~6月,采用便利抽样法,从辽

宁、山西、安徽、广东、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选取

18所普通院校的2017~2019级护理硕士研究生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普通院校(非“985”“211”“双
一流”院校);②学位培养类型为学术型;③教育形式

为全日制;④自愿参与本调查,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研究期间休学、退学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
级、生源地、婚姻状态、参与导师课题与否、有无工作

和科研经历、有无攻读博士打算等。
1.2.1.2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由黄希庭等[8]

编制,包含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3
个维度,共44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
“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计1~5分,有5个

条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时间管理倾向越好。该

量表信效度良好。本次研究测得量表总的内部一致

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
1.2.1.3 学术型硕士科研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 由

孙行臻[9]汉化并修订而成,包含设想产生、问题形成、
科研实施和结果呈现4个维度,共21个条目。问卷

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没有信心”至“完全有信心”
依次计1~5分,分数越高代表科研自我效能感越强。
该问卷信效度良好。本研究测得此问卷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0.958。
1.2.1.4 护理研究生科研能力评价问卷 由王金

鑫[10]编制,包括发现问题、查阅和评价文献、科研设

计、科研实践、统计分析、论文撰写和传播能力6个维

度,共25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完
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计1~5分。总分低于

·37·护理学杂志2021年1月第36卷第1期



50分表示科研能力较差,50~75分为一般,76~100
分属于良好,高于100分则为优秀。该问卷信效度良

好。本研究测得此问卷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

数为0.945。
1.2.2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前先在选定的所有高校

中各联络1名调查员,并对其进行问卷相关内容培

训,再将通过问卷星软件制作的电子问卷链接发送给

各调查员,统一指导语,然后由各调查员负责统一对

该校护理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被调查者在线填写,
完成后直接提交。问卷链接开放时间为2020年5月

19日至6月20日;问卷题项在系统中皆被设置为“必
答题”,以确保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共回收377份电

子问卷,由专人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及存在逻辑矛盾等

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53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处理数

据,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中介

效应检验采用 Hayes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里面

的Bootstrap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护理硕士研究生353名

中,男29名,女324名;年龄21~36(25.50±2.70)
岁。年级:一年级133名,二年级106名,三年级114
名。生源地:城镇158名,农村195名。婚姻状况:未
婚307名,已婚46名。有子女25名;有工作经验93
名;有科研经历98名;参与导师课题239名;有攻读

博士打算131名。
2.2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时间管理倾向和科

研自我效能感得分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得分

见表1。时间管理倾向得分为(3.58±0.39)分,其
中时间价值感(3.80±0.51)分,时间监控观(3.46±
0.41)分,时间效能感得分(3.63±0.43)分。科研自

我效能感得分为(3.57±0.54)分,其中设想产生效能

(3.64±0.58)分,问题形成效能(3.53±0.60)分,科
研实施效能(3.50±0.60)分,结果呈现效能(3.62±
0.60)分。

表1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得分(n=353)

x±s

项
 

目   总分 条目均分

科研能力 89.41±13.11 3.58±0.52
发现问题能力 10.98±1.82 3.66±0.61
查阅和评价文献能力 15.36±2.34 3.84±0.58
科研设计能力 21.72±3.38 3.62±0.56
科研实践能力 16.24±3.60 3.25±0.72
统计分析能力 10.72±2.02 3.57±0.67
论文撰写和传播能力 14.40±2.50 3.60±0.63

2.3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时间管理倾向及科

研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

与时间管理倾向、科研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

0.538、0.699,均P<0.01),时间管理倾向与科研自

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0.601,P<0.01)。
2.4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理倾

向与科研能力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相关性分析

结果,将科研能力作为因变量,将时间管理倾向设为

自变量,科研自我效能感设为中介变量,采用Boot-
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显示,时间管理倾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科研能力(β=
0.729,P<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后,时间管理倾

向对科研能力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250,
P<0.01);时间管理倾向对科研自我效能感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β=0.841,P<0.01),科研自我效能

感对科研能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69,P<
0.01)。此外,时间管理倾向对科研能力影响的直接

效应及科研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说明时间管理倾向

不但能够直接预测科研能力,而且能够通过科研自我

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科研能力进行预测。结果见表

2、表3。
表2 科研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自变量
科研能力

β t

科研自我效能感

β t

科研能力

β t
时间管理倾向 0.729 11.953* 0.841 14.077* 0.250 3.946*

科研自我效能感 - - - - 0.56912.568*

R2     0.289     0.361     0.510
F     142.881*     198.168*     182.362*

  注:*P<0.01。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 β SE
95%CI

下限 上限

相对效应值

(%)
总效应 0.729 0.068 0.594 0.859 -
直接效应 0.250 0.073 0.110 0.392 34.29
中介效应 0.479 0.057 0.370 0.595 65.71

3 讨论

3.1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时间管理倾向和科

研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硕

士研究生科研能力总体处于良好水平,与王金鑫[10]

的研究结论相符,低于张亚楠等[11]对重点院校护理

硕士研究生的调查结果。说明当前普通院校护理硕

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方案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

重点院校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研究资源与师资力

量间的较大悬殊可能是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
研究显示,护理硕士研究生的查阅和评价文献能力得

分最高,查阅和评价文献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所应

具备的最基础的能力[11],与研究生受到的训练较多

有关。科研实践能力得分最低,说明护理硕士研究生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比较欠缺,分析原因可能是

护理硕士研究生的课题研究涉及面较窄,得到实际科

研训练的机会也较少。在今后的护理硕士研究生科

研能力培养计划中,高校应注重团队建设,促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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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科研协作与交流,使学生汲取导师及同伴的经验

教训,并提供学生更多的科研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

到更多的研究中,以促进其科研实践能力的提升。本

研究显示,护理硕士研究生时间管理倾向和科研自我

效能感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这与相关研究结果[12-13]相符。说明大多数护理硕

士研究生能清楚意识到时间对于科学研究的宝贵性,
也相信自己能充分管理好时间。
3.2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时间管理倾向及科

研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

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正相

关,即科研能力会随着时间管理倾向的增强而提高。
分析原因为:时间管理倾向高的护理硕士研究生对自

己的约束力较强,行为目的性也较强,为达目标科研

过程中也会更加努力,科研能力进而也会得到提升。
本研究显示,科研能力与科研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

关,即科研自我效能感高者,其科研能力亦高,这与苑

红[14]的相关分析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拥有较高科

研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生,对自己的期待值及自信度较

高,更愿意主动去思考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并付出实

践,科研能力也会获得相应提升。本研究还显示,科
研自我效能感与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即时间

管理倾向越高,科研自我效能感越高,这与Kim等[15]

的研究结果类似。时间管理倾向良好的护理硕士研

究生,有较好的自控能力,有信心能按计划完成各科

研阶段的任务,科研自我效能感也就更高。
3.3 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理倾

向和科研能力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发现,时间

管理倾向不仅能直接预测科研能力,而且能通过科研

自我效能感对科研能力间接产生影响。拥有良好时

间管理倾向的护理硕士研究生,往往会通过制定合理

计划来有效安排科研时间,以达成自己的科研目标,
从而获得相应的科研能力。但计划的完成与否有时

会受到科研自我效能感的制约。科研自我效能感高

的护理硕士研究生,会更有信心达成自己的计划目

标,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实施并坚持科研计划,进而提

升自己的科研能力。而科研自我效能感低的护理硕

士研究生,对完成任务缺乏信心,在遇见较难的科研

任务时可能会产生畏难心理[12],引起学习意愿减退,
对学习计划进行拖延,甚至放弃之前的计划安排,从
而导致科研任务的失败,科研能力也会相应较低。因

此,在护理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进程中,不仅要

注重对研究生时间管理能力的培训,还要重视其科研

自我效能感的加强。教育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开

设时间管理课程来训练并提升护理硕士研究生的时

间管理能力,以培养其健康有序的时间管理习惯;另
一方面还需导师有效指导来增强其科研自我效能感,
让他们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投身科学研究,从而促进科研能力提升。

4 小结

护理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整体处于良好水平,
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时间管理倾向和科研自我效能

感可显著预测科研能力,且科研自我效能感在时间管

理倾向及科研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高校教育者在

帮助护理硕士研究生提高时间管理能力的同时也可

着手提高其科研自我效能感,以多层面助力提升护理

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设计,
建议研究者今后采用纵向研究,纵向探究科研能力变

化过程,更加明确地剖析护理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

力;另外,可在今后研究中加入调节变量,以深入探讨

时间管理倾向对科研能力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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