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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现状调查

刘宁,张鑫,乔叶,刘英

摘要:目的
 

探讨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在线学习的学业情绪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1
 

456名

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采用学业情绪问卷、学习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量表、在线学习投入量表和在线自我调节学习量表对其进

行调查。结果
 

在线学习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情绪中愉悦维度得分(10.34±1.12),沮丧维度得分(16.34±1.32),厌倦维度得分

(19.34±1.09)。学习成绩等级、是否为学生干部、学习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在线学习投入和在线自我调节学习为在线学习高职

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情绪中愉悦维度、沮丧维度和厌倦维度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在线学习学生学业情绪中,护理

专业学生的沮丧程度较高。学校可以根据在线学习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制订个性化干预对策,以保证线上教学质量。
关键词:高职院校; 学生; 护理专业; 在线学习; 学业情绪; 愉悦; 沮丧; 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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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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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nline
 

academic
 

emo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
tors.

 

Methods
 

Using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1456
 

students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selected
 

and
 

investigated
 

using
 

the
 

Academic
 

Emotion
 

Questionnaire,
 

Learner
 

Perceived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Scale,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and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cale.
 

Results
 

The
 

scores
 

of
 

online
 

learning
 

nursing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are
 

pleasure
 

dimension
 

(10.34±1.12),
 

depression
 

dimension
 

(16.34±1.32)
 

and
 

boredomdimension
 

(19.34±1.09).
 

Learning
 

a-
chievement

 

grade,
 

whether
 

it
 

is
 

a
 

student
 

cadre,
 

learners'
 

perceived
 

teacher's
 

emotional
 

support,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academic
 

emo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0.05
 

for
 

all).
 

Conclusion
 

In
 

online
 

academic
 

mood,
 

nursing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depression.
 

Schools
 

can
 

formulate
 

personaliz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s'
 

online
 

academic
 

emotion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onlin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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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影响了国民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1],还对我国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影响,尤其是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影响更为严

重。为了更好地保证国内千万学子的教学质量[2],自
2020年初全国开启了“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模

式[3]。尽管线上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生

持续学习[4],但其带来的问题也逐渐出现,其中比较

突出且备受教育者关注的就是学生出现在线焦虑、抑
郁等[5]学业情绪。在线学习学生学业情绪[6]是指学

生在使用线上教学平台的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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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关的所有情绪体验,包含学生出现的焦虑、抑
郁、愉悦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7]认为,师生间、学生

间的协作与交流是掌握知识的关键。研究显示,学生

的在线学业情绪不仅会影响其心理健康问题,更会间

接影响授课教师的教学效果,进一步干扰学生的在线

学习效果[8]。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临床护

理工作,其学习效果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9]。
本研究了解在线学习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情

绪问题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为提高线上教学质量提

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随机选取2022年

1~12月菏泽医学专科学校2019级、2020级、2021
级学号尾号为奇数的1

 

456名护理专业、专科学历

学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学籍状态正常;能正常

参与线上教学;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排

除标准:中专生、本科及以上学生、专升本学生或同

等学历本科生;中途缺课或无法完成问卷的填写。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查阅

文献、函询专家后,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护理专业学生

一般资料,具体包含学生年龄、性别、学习成绩等级、
居住地、有无升本意向和是否为学生干部等内容。
②学业情绪问卷:由Pekrun等[10]改编而成,后由王

丽霞[11]于2014年将其翻译并修订。该量表包括愉

悦、沮丧和厌倦3个维度13个条目,釆用Likert
 

5
级计分法,分数越高表明对该情绪的体验感越明显,
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6~0.91。③学习

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量表:为李红霞[12]编制,量表

包括积极氛围、教师敏感性、关注学生观点及学习者

满意度4个维度,共18个条目。适用于测量在线学

习环境 下 大 学 生 感 知 教 师 情 感 支 持 状 况。采 用

Likert
 

5级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总分18~90分,分值

越高,表明感知教师情感支持水平越高。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0.66~0.71。④学习投入量

表:由Sun等[13]编制,后由尹睿等[14]进行汉化。量

表包含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3个维度,共
1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方式,分别为1=
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一般,4=符合,5=非

常符合。评分越高,在线学习投入度越高。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88。⑤在线自我调节学习问

卷:采用Barnard等[15]编制,张晓赫等[16]汉化的在

线自我调节学习问卷。该问卷共目标设定、环境结

构、任务策略、时间管理、寻求帮助和自我评估6个

维度,2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方式,分别为

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一般,4=符合,5=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在线学习时的自我调节能

力越高。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7。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

否参与研究。所有自愿且可以配合完成研究的学生

由研究者对其进行相关注意事项的讲解。采用问卷

星发放问卷。最终共发放线上问卷1
 

500份,回收有

效问卷1
 

456份,有效回收率97.07%。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

料以频数、率表示;数据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Pear-
son相关性分析;在线学习学生学业情绪状况影响因

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学生一般资料及其在线学习学业情绪状况 学

生学业情绪的愉悦、沮丧、厌倦得分分别为(10.34±
1.12)分、(16.34±1.32)分、(19.34±1.09)分。条目

均分分别为(2.59±0.28)分、(4.09±0.33)分、
(3.87±0.27)分。学生一般资料及其在线学习学业

情绪得分的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学生一般资料及学生在线学业情绪得分

单因素分析结果 分,x±s
项目 例数 愉悦 沮丧 厌倦

年龄(岁)

 18~ 466 10.27±1.02 16.39±1.21 19.41±1.08
 19~ 476 10.31±1.11 16.34±1.31 19.38±1.11
 20~23 514 10.36±1.01 16.31±1.35 19.29±1.02
 F 0.853 0.379 1.755
 P 0.426 0.685 0.173
性别

 男 222 10.11±1.16 16.49±1.29 19.66±1.16
 女 1234 10.49±1.03 16.19±1.37 19.12±1.05
 t 4.960 3.030 6.939
 P <0.001 0.003 <0.001
学习成绩

 优秀 322 11.02±1.22 16.09±1.36 19.11±1.02
 良好 656 10.64±1.10 16.13±1.32 19.46±1.24
 合格 411 10.55±0.98 16.52±1.15 19.55±1.13
 不合格 67 10.18±0.99 16.98±1.10 19.89±1.08
 F 17.347 16.992 13.374
 P <0.001 <0.001 <0.001
学生干部

 是 324 10.98±1.24 16.11±1.39 18.56±1.01
 否 1132 9.22±0.97 17.37±1.12 19.66±1.03
 t 23.568 -16.872 -17.023
 P <0.001 <0.001 <0.001
居住地

 城镇 789 10.28±1.19 16.39±1.23 19.38±1.19
 农村 667 10.37±1.09 16.29±1.38 19.31±1.04
 t -1.494 0.731 1.184
 P  0.135 0.465 0.237
升本意向

 有 1431 10.31±1.12 16.39±1.21 19.41±1.13
 无 25 10.42±1.02 16.29±1.39 19.32±1.02
 t -0.488 0.409 0.395
 P  0.626 0.683 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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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与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在线学习投入和在线自我调节学习之间的相关分析

 见表2。
表2 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与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在线学习

投入和在线自我调节学习之间的相关性(n=1456)

项目 愉悦 沮丧 厌倦

学习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0.869** -0.786** -0.907**

在线学习投入 0.834** -0.645** -0.732**

在线自我调节学习 0.667** -0.487** -0.223*

  注:*P<0.05,**P<0.001。

2.3 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以在线学习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情绪中愉悦、沮丧

和厌倦维度得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与相关分

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5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
习成绩等级(1=优秀,2=良好,3=合格,4=不合

格)、是否为学生干部(1=否,2=是)、学习者感知教

师情感支持、在线学习投入和在线自我调节学习为学

生在线学业情绪中愉悦、沮丧、厌倦3个维度的影响

因素,见表3。
表3 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愉悦、沮丧、厌倦

维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1456)
项目 β SE β' t P

愉悦

 常数项 37.704 2.966 - 12.712 <0.001
 学习成绩等级 1.487 0.265 0.432 5.611 <0.001
 是否为学生干部 1.605 0.233 0.211 6.889 <0.001
 学习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0.786 0.102 0.334 7.708 <0.001
 在线学习投入 1.273 0.187 0.445 6.809 <0.001
 在线自我调节学习 1.725 0.198 0.654 8.711 <0.001
沮丧

 常数项 41.719 3.546 - 11.765 <0.001
 学习成绩等级 -2.546 0.433 -0.454 -5.879 <0.001
 是否为学生干部 -0.606 0.089 -0.245 -6.809 <0.001
 学习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1.190 0.153 -0.382 -7.777 <0.001
 在线学习投入 -2.042 0.297 -0.465 -6.876 <0.001
 在线自我调节学习 -1.085 0.124 -0.654 -8.754 <0.001
厌倦

 常数项 39.116 2.657 - 14.722 <0.001
 学习成绩等级 -1.284 -0.222 -0.488 -5.785 <0.001
 是否为学生干部 -0.379 -0.055 -0.245 -6.888 <0.001
 学习者感知教师情感支持得分 -1.056 0.144 -0.546 -7.334 <0.001
 在线学习投入得分 -1.702 0.247 -0.465 -6.890 <0.001
 在线自我调节学习得分 -0.937 0.114 0.664 -8.223 <0.001

  注:愉悦R2=0.564,调整R2=0.522,F=29.384,P<0.001;沮丧R2=

0.598,调整R2=0.532,F=39.164,P<0.001;厌倦 R2=0.572,调整 R2=

0.522,F=33.425,P<0.001。

3 讨论

3.1 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现状分析 学生的学

业情绪中愉悦主要表现为学生的线上积极学业情

绪,沮丧和厌倦主要表现为学生的线上负性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1

 

456名在线学习护理专业学生

学业情绪中愉悦、沮丧、厌倦3个维度得分分别为

(10.34±1.12)分、(16.34±1.32)分和(19.34±
1.09)分,其中沮丧维度的条目均分最高,这说明在

线学习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情绪消极高于积

极,与李若宁等[8]研究结果相反。分析原因,部分学

生不适应线上教学,自律性差、注意力不集中,导致

其学习成绩下降等问题,继而影响在线学习学生学

业情绪。Pekrun等[10]认为,学生所处学习环境是影

响学生学业情绪的重要因素。线上教学脱离传统教

学环境,缺乏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与线下教学相比,
缺乏教师监督,这会使自制力差的学生出现自我调

节能力下降,自我放松的状况,久而久之,会使学生

倍感学业危机,出现负性情绪,积极情绪也会随之减

弱。因此,作为高职院校的专职授课教师,应在进行

线上授课过程中关注学生的在线学业情绪,确保其

顺利地渡过线上教学。
3.2 学生在线学习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学生在线学习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结果显示,学习成绩等级越优秀的学生,其积

极学业情绪得分越高。这主要是因为成绩优秀的学

生自律性强,对知识获取的渴望度高,保持积极的情

绪才可避免短板,保证线上教学的学习成绩。回归分

析显示,在班级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积极学业情绪的

得分越高,积极情绪越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干部

是学生活动的协调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在学习上学

生干部也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17-18]。因此,这类学生

更加懂得学习的重要性,更加懂得越是在教学条件困

难的情况下越应认真听讲,并保持更加积极的情

绪[19]。回归分析显示,学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越高,
其积极情绪越明显。控制价值理论指出[20],外部因

素波动会影响学习者当前的学习状况,教师的注意力

和反馈、课堂气氛、他人的情绪、物质支持均会影响学

习者的学习情绪。学生在感觉教师的支持感高时会

不断增强学生内心的自信心和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

提高学生内心的积极情绪[21-22]。此外,学生积极学业

情绪与在线学习投入得分为正相关,这说明学生在线

学习投入越高,其积极情绪越明显。随着“互联网+
教育”的全面推广,在线教育已成为新发展趋势。在

线学习投入高的学生可以更好地跟随教师的进度,容
易理解所学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习

成绩,得到教师的赞誉,进而增强学生内心的积极情

绪。最后,学生积极学业情绪与在线自我调节学习得

分为正相关,这说明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生能力越

高,其积极情绪越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在线自

我调节能力强,更能适应从线上到线下教学模式的转

变,可以比较顺畅地掌握线上学习的节奏,从而更好

地进行线上学习,使积极情绪得以提升[23-25]。
3.2.2 学生在线学习负性学业情绪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结果显示,学习成绩等级越优秀的学生,其负性

学业情绪的得分越低。这主要是因为成绩优秀的学

生不拘泥于教学形式,面对教学模式的改变,成绩优

秀的学生更善于调节自我情绪,从而减少自己的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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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22]。为学生干部的学生在线学业情绪中负性情

绪的得分越低,负性情绪越弱。究其原因,相对普通

学生而言,学生干部与教师沟通交流机会较多,对学

习上遇到的困难,有更多的机会向老师反馈,因而负

性情绪越低。回归分析显示,学生感知教师情感支持

越高,其负性情绪越弱。这主要是因为学生在感觉教

师的支持感高时会使其内心得到来自教师的安慰,能
够自我感觉到来自教师的关怀和支持,从而有利于降

低学生负性情绪的滋生[23]。此外,学生的负性学业

情绪与在线学习投入得分为负相关,这说明学生在线

学习投入越高,其负性情绪越弱。这主要是因为在线

学习投入高的学生能够深刻体会线上教学的优势,学
习投入高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教师及教师所授课程,
有利于成绩的提升,更有利于降低学生的负性情绪。
最后,学生的负性学业情绪与在线自我调节学习得分

为负相关,这说明学生在线自我调节学生能力越高,
其负性情绪越弱。这主要是因为在线自我调节能力

强的学生不仅可以调节好自己的学习,还可以调节好

自己的情绪,有利于稳定自己的线上学业情绪[26]。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在线学习护理专业学生学业

情绪中愉悦维度得分处于较低水平,沮丧维度和厌倦

维度得分较高。为了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业积

极情绪,降低其负性情绪,后期可根据影响在线学习

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制订个性化干预

对策,保证学生的线上教学效果。鉴于本研究样本纳

入仅为一所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以纳入更多的同类院校进行研究以帮助更多的高

职护理专业学生解决在线学业情绪,保证线上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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