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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在校护生人文关怀感知现况,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对600名在校护生采用自制的护生人文关怀感知问

卷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人文关怀感知总分为4.03±0.59,其中同伴关怀维度得分最高(4.17±0.67)、环境关怀维度得分最低

(3.84±0.74);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学历及不同年级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
 

在校

护生人文关怀感知总体较好,但感知的校园环境关怀较低。非独生子女、本科及其高年级护生感知的人文关怀水平更低。应加强

针对性建设和培养,以改善护理院校人文关怀环境和护生感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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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erception
 

of
 

human
 

caring
 

among
 

nursing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00
 

nursing
 

students
 

from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were
 

investi-
gated

 

using
 

the
 

self-designed
 

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Human
 

Car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human
 

caring
 

was
 

4.03±0.59,
 

with
 

the
 

highest
 

dimension
 

score
 

of
 

peer
 

caring
 

(4.17±0.67)
 

and
 

the
 

lowest
 

dimension
 

score
 

of
 

environment
 

caring(3.84±0.7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human
 

caring
 

per-
ception

 

among
 

the
 

students
 

by
 

whether
 

being
 

the
 

only
 

child
 

or
 

not,
 

or
 

b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college
 

year
 

(P<0.05,
 

P<
0.01).

 

Conclusion
 

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human
 

caring
 

in
 

school
 

is
 

high,
 

but
 

their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caring
 

is
 

relatively
 

low.
 

Students
 

who
 

are
 

not
 

the
 

only
 

child,
 

who
 

are
 

undergraduate
 

and
 

having
 

senior
 

college
 

year
 

perceive
 

lower
 

human
 

ca-
ring.

 

So,
 

human
 

caring
 

strengthening
 

program
 

should
 

be
 

conducted
 

in
 

nursing
 

schools
 

to
 

improve
 

caring
 

environment
 

and
 

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human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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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关怀是人的本质属性要求。护理与人文关

怀相融合的理念已成为护理行业的共识[1]。护生是

护理队伍的生力军,其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

的意义[2]。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需要基于人文

的教学环境、建立关怀性课堂、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

学方法和护理教师的角色模范作用,并辅以人文关怀

实践[3]。护生的关怀感知程度对其关怀能力的培养

至关重要[4],可增强他们的信心,也会影响护生的批

判性思维[5]。目前国内关于护生人文关怀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与品质的培养、实习护生

对医院关怀氛围感知[6-8]等,尚未见在校护生对人文

关怀感知方面的报道。鉴此,本研究对湖北省3所护

理学院的600名护生进行人文关怀感知调查,为护理

院校的人文关怀教学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湖北省3所护

理院校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通过普通高考入

学;大专或本科护理专业在读;知情,同意参加本次研

究。排除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按上述标准纳入

600人,男61人,女539人;年龄17~25(19.21±
1.29)岁。本科生479人,其中一年级161人,二年级

143人,三年级148人,四年级(五年制英语教学班)
27人;大专生121

 

人,其中一年级82人,二年级39
人。独生子女260人,非独生子女340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自行编制的护生人文关怀感

知调查问卷,问卷包括一般资料和护生人文关怀感知

两部分。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学校、学历、所在

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护生人文关怀感知:由研究

者参考同伴关怀测量问卷[9]、同龄群体关怀互动量

表[10]、护生对带教老师关怀感知问卷[11],护理关怀教

育的文献、书籍,以及对护理院校教师及学生质性访

谈、文献回顾后制订初步调查问卷,然后经咨询2轮

专家后制定。问卷包括校园环境关怀(5个条目)、学
校管理关怀(8个条目)、教师关怀(13个条目)、同伴

关怀(8个条目)4个维度共34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点计分(非常不同意=

 

1,不同意=2,不确定=3,同
意=4,非常同意=5),总分为34~170分,分数越高

表明护生感受到的关怀越多。本研究中问卷内容效

度为0.897,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3,环境关

怀维度0.821,管理者关怀维度0.941,教师关怀维度

0.966,同伴关怀维度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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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调查方法 正式调查前征得护理院校领导同

意后,向护生说明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在取得护生的

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当场收回

并检查问卷填写情况,发现问题现场解决。共发放问

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6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F 检验,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 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

分见表1。34个目中得分排序前5和最后的5个条

目见表2。
表1 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n=600)

分,x±s

项目 总均分 条目均分

环境关怀 19.21±3.70 3.84±0.74
管理者关怀 31.74±5.61 3.97±0.70
教师关怀 52.79±8.56 4.06±0.66
同伴关怀 33.37±5.35 4.17±0.67
总体关怀 137.11±20.27 4.03±0.59

表2 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排序前5和最后的5个条目

条目 所属维度 得分(x±s)
排序前5
 互相尊重 同伴关怀 4.28±0.70
 尊重学生 教师关怀 4.27±0.66
 在学习活动中互相帮助(不违反原则) 同伴关怀 4.23±0.72
 同学之间互相鼓励、相互支持 同伴关怀 4.22±0.73
 同学们倾听别的同学的想法和感受 同伴关怀 4.20±0.75
排序后5
 管理人员定期与学生交流、倾听学生

  心声,及时解决问题

管理者关怀 3.82±0.91

 探望有需要的学生 管理者关怀 3.80±0.88
 有足够的机会听讲座,开阔眼界 环境关怀 3.74±0.99
 教室整洁、通风好、冷暖设施齐全 环境关怀 3.70±1.03
 食堂干净卫生,饮食安全、选择多,价

  格适中

环境关怀 3.60±1.10

2.2 不同特征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比较 见表

3。
3 讨论

3.1 护生人文关怀感知现况 在本研究中,护生人

文关怀感知得分较高,
 

达4.03±0.59。表明护理院

校中总体关怀氛围较好;
 

人文关怀作为护理专业的

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护理教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有
益于通过护生将人文关怀传递给患者,这与相关研究

报道[12]一致。深入分析护生人文关怀感知特点,发
现同伴关怀维度得分最高,为4.17±0.67,其中有4
个条目进入得分前5,说明同学间的关怀是本次调查

中护生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人文关怀要素。分析原因

可能为,护生在校期间共同学习、生活,彼此熟悉,相

互了解,有需求彼此能第一时间知晓并伸出援助之

手,所以感受到了最浓厚的同伴关怀[13]。当护生体

验到来自同伴的关心时,可以获得相应的关怀知识和

关怀技能,有助于其关怀能力的培养。得分第二的为

教师关怀维度(4.06±0.66),其中“尊重学生”条目得

分进入前5。提示教师在教学中能以护生为主体,充
分尊重护生的意见和建议,学习上注重言传身教,培
养护生护理专业、科研能力。得分最低的为环境关怀

维度,仅3.84±0.74,3个条目得分排序位列后5,分
析原因可能为,院校管理者和教师更多地注意教学过

程和学习效果,在生活中对护生个体可能关心不够,
难以体察到护生的需求,而使护生感受的人文关怀较

少;同时还可能存在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学校饮食种

类及烹饪方面单调等不尽如人的方面。因此,院校管

理者和教师应对这些不足加以改进,更多地更全面地

关心护生,让其在关怀环境中体验关怀关系。
表3 不同特征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性别 0.263 0.793
 男 61 4.01±0.63
 女 539 4.03±0.59
独生子女 3.219 0.002
 是 260 4.12±0.63
 否 340 3.96±0.55
学历 6.768 0.000
 本科 479 3.95±0.57
 大专 121 4.34±0.57
大专 2.383 0.019
 一年级 82 4.26±0.60
 二年级 39 4.52±0.49
本科 6.827 0.000
 一年级 161 4.11±0.60
 二年级 143 3.85±0.54
 三年级 148 3.88±0.54
 四年级 27 3.83±0.53

3.2 不同特征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分析 表3示,为
独生子女的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

子女(P<0.01)。在中国,独生子女从婴儿期开始就

能接受更多的来自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物质及精神

层面的关怀,这对孩子的关怀能力有积极影响[14],既
可较快地感受到他人的关怀又对他人具有较强的关

怀能力,这有助于其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怀关系。对

此,院校管理者和教师更多地关注非独生子女护生,
应尽可能抽时间与之交流沟通,帮助其正确认识个体

与集体的关系、关怀与被关怀的逻辑,提高其感知关

怀能力。与大专护生相比,本科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

分较低。可能因为本科护生的培养计划和课程安排

中相对涉及较多的人文关怀相关内容,从而对人文关

怀期望较高,对人文关怀感知的评判标准较高;也可

能由教学大纲、辅导策略、课程多样性,以及与教师的

互动时间长短造成[15-17]。对于不同学历层次护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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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期开设人文理论讲座,在选修课中增设人文教育

课程,全面培养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不同年级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得分比较,专科学历

中二年级护生显著优于一年级护生。分析原因可能为

专科学制为3年,二年级护生在下一学年就要进入临

床实习,此时理论课程已学完,更多地为专科和实操课

程,教师会更多地面对面地指导护生,关注度更高一

些。而本科学历中一年级护生人文关怀感得分最高,
分析原因:本科学制为4~5年,一年级新生入学,学校

有新生接待、学生专项活动、新生兴趣活动、选修课安

排等众多此前未曾接触过的新鲜事物,与高中阶段有

很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护生认为在校时间还长,没
有高年级护生面临床实习或毕业选择的紧张和担忧,
因而人文关怀感知得分较高。提示护理院校管理者和

教师要特别关注专科低年级护生和本科高年级护生,
采取针对性措施培养各年级护生的关怀感知。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校护生人文关怀感知度较

好,其中同伴间关怀最高,其次为教师关怀;管理者关

怀和环境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此,护理院校管理

者和教师需要全面加强院校人文关怀建设,使护生在

一个充满关怀的环境中学习;同时对护生加强针对性

的关怀培养,全面提高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本研究

的局限性:本研究为量性调查,对护生深层的感知获

取不足,今后的研究可增加开放式问题或开展质性研

究,以方便护生更全面、更清楚地表达自身人文关怀

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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