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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隐私保护在实习护生伦理敏感与
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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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在伦理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为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实习护生亲社会行

为提供参考。方法
 

以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湖南省6所三甲医院的实习护生543人为调查对象,采用中文版护生伦理敏感性量表、
患者隐私保护量表和亲社会倾向测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能力、伦理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得分分别为

(111.58±13.18)分、(39.75±6.88)分、(95.79±15.69)分;伦理敏感性与患者隐私保护能力、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患者隐私保

护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均P<0.05);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41.89%。结论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能力、伦理敏感性、亲社会行为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患者隐私保护在实习护生

伦理敏感性与亲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学校与医院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和伦理敏感

性,帮助提升其亲社会行为,进而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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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on
 

ethical
 

sensitiv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improve
 

prosocial
 

behavior
 

of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543
 

nursing
 

students
 

from
 

6
 

first-class
 

hospital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urvey
 

objects
 

by
 

con-
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thical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Nursing
 

Students,
 

Patient
 

Privacy
 

Scale
 

and
 

the
 

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Results
 

The
 

scores
 

of
 

privacy
 

protection
 

ability,
 

ethical
 

sensi-
tiv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nursing
 

students
 

were
 

111.58±13.18,
 

39.75±6.88
 

and
 

95.79±15.69,
 

respectively.
 

Ethical
 

sen-
sitiv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tients'
 

privacy
 

protection
 

abi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atients'
 

privacy
 

protection
 

abi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all
 

P<0.05).
 

The
 

ability
 

to
 

protect
 

patients'
 

priv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thical
 

sensitiv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s
 

for
 

41.89%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privacy
 

protection
 

ability,
 

ethical
 

sensitiv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nursing
 

students
 

are
 

at
 

or
 

above
 

the
 

medium
 

level,
 

and
 

the
 

protection
 

of
 

patient
 

priv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ethical
 

sensitiv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nursing
 

stud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schools
 

and
 

hospitals
 

shoul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ability
 

and
 

ethical
 

sensitiv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ir
 

prosocial
 

behavior,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s.
Keywords:

 

nursing
 

students; clinical
 

teaching; ethically
 

sensitive; patient
 

privacy
 

protection; prosocial
 

behavior; humani-
ties

 

literacy; mediating
 

effect; health
 

education

作者 单 位:1.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医 学 院 护 理 系 (湖 南
  

长 沙,
 

410013);湖南省妇幼保健院2.产科
 

3.护理部

彭虹媛:女,硕士在读,学生,450430787@qq.com
通信作者:陈丹,672158398@qq.com
收稿:2023 12 09;修回:2024 02 11

  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的并对行为

实施者无明显益处的,而行为实施者自愿采取的能

使他人、群体和社会受益的行为,包括一切对社会有

积极作用的行为[1]。研究表明,良好的亲社会行为

不仅可以增强护理团队的协作性,提高组织绩效,而
且还对提升护理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2]。实习护生

是医疗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是未来临床工作的主

力军[3]。为保证护理事业的发展,提高护理人员的

人文素养,关注实习护生亲社会行为的培养至关重

要。伦理敏感性是指个体主动发现和灵活应对专业

活动中涉及的伦理问题的能力[4]。实习护生伦理敏

感性越高,其发现和报告医疗差错的意识越强,伦理

决策能力也越强[5]。目前已有研究证实伦理敏感性

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6],而伦理敏感性较

高的护士更能尊重患者的隐私[7]。患者的隐私是指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个人私密信息或活动,包括在医

疗服务中形成的,并被医务人员合法获悉,不能非法

泄露的信息[8]。护士是与患者接触时间最长、掌握

患者隐私信息最多的专业人员[9],而患者隐私的保

护被视为护理的基本要素之一[10]。具备良好隐私

保护能力的护士,能够与患者之间建立牢固的信任

关系[11]。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患者隐私保护

在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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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通过调查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能力、伦
理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现状,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

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验证,为开展针对

性干预以提升实习护生亲社会行为水平,提高护理

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7-9月,以便利抽样法选取在

湖南省6所三甲医院的实习护生为调查对象。纳入

标准:临床实习超过3个月;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

究。排除存在心理障碍或精神疾患的实习护生。本

研究经湖南师范大学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

准(2023-430)。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建模要求,样本量

应不低于200[12],考虑可能存在20%的无效样本,最
小的样本量为250,本研究最终纳入实习护生560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基于研究

目的研究团队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宗
教信仰、学历、专业、选择护理专业原因、是否有从事

医疗工作的亲属、学校/医院是否开设伦理相关课程

或讲座。②中文版护生伦理敏感性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thical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Nursing
 

Students,ESQ-NS)[13]。量表包括 尊 重 个

人、合理照护、分配公平、维护患者隐私4个维度共13
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

同意”依次计1~4分。总分13~52分,分数越高表

示伦理敏感性越强。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21,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3。③患者隐私保护量表(Patient
 

Privacy
 

Scale,
PPS)[14]。量表包括身体隐私、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
个人信息与生活隐私、操作环境隐私、无决定能力者

隐私5个维度25个条目。每个条目以Likert
 

5级评

分法,分别从认知(你认为这点重要吗)和行为(你认

为自己做得如何)两方面进行评价。本研究仅从认知

角度进行评价,从“很不重要”至“非常重要”依次计

1~5分。总分25~125分,分数越高,表示实习护生

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越好。修订后的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967,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81。④亲社会倾向测量问卷(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PTM)[15]。问卷包括公开的、
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性的、紧急的6个维度

共2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个

体亲社会倾向越强。得分最高的维度为个体越倾向

的亲社会行为。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50,各
维度Cronbach's

 

α系数0.630~0.830。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0.976,各维度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846~0.930。
1.2.2 调查方法 依托问卷星设计电子问卷,问卷

首页注明调查目的、意义及填写的注意事项,征得医

院相关负责人同意后,将问卷以二维码形式发送至实

习护生微信群。问卷的每个条目均设置为必答题,每
个IP地址仅能填写1次,并在知情同意后自愿作答,
完成所有问题后匿名提交。本次调查回收问卷560
份,剔除用时<2

 

min的问卷17份,有效问卷543份,
有效回收率96.96%。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6.0软件处理数

据,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计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采用(x±s)描述。变量间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应用AMOS26.0软件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一般资料 实习护生543人,其中男

54人,女489人;年龄16~35(20.64±2.18)岁。学

历:中专5人,大专377人,本科121人,硕士及以上

40人。生源地:农村308人,乡镇125人,城市110
人。有宗教信仰39人。专业:助产209人,护理334
人。选择护理/助产专业的原因:自己选择250人,听
从他人的意见225人,被调剂68人。226人有亲属从

事医疗相关工作;学校/医院举办过有关护理伦理相

关讲座或开设课程438人。
2.2 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及亲

社会倾向得分 见表1。
表1 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患者隐私保护

能力及亲社会倾向得分(n=543) 分,x±s

项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伦理敏感性 13 39.75±6.88 3.06±0.53
 尊重个人 4 13.38±2.21 3.34±0.55
 合理照护 4 11.38±2.69 2.84±0.67
 分配公平 3 9.25±1.92 3.08±0.64
 维护患者隐私 2 5.75±1.65 2.87±0.82
患者隐私保护能力 25 111.58±13.184.46±0.53
 个人信息与生活隐私 7 31.30±3.83 4.47±0.55
 性别隐私与管理制度 6 26.25±3.43 4.38±0.57
 无决定能力者隐私 4 17.80±2.33 4.45±0.58
 操作环境隐私 4 17.96±2.25 4.49±0.56
 身体隐私 4 18.28±2.22 4.57±0.55
亲社会倾向 23 95.79±15.694.16±0.68
 公开的 4 16.71±2.94 4.18±0.73
 匿名的 5 20.65±3.78 4.13±0.76
 利他的 5 20.51±3.70 4.10±0.74
 依从的 2 8.39±1.47 4.20±0.74
 情绪性的 4 16.83±2.80 4.21±0.70
 紧急的 3 12.70±2.06 4.23±0.69

2.3 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和亲

社会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护生伦理敏感性

与患者 隐 私 保 护 能 力 呈 正 相 关(r=0.488,P<
0.05),伦 理 敏 感 性 与 亲 社 会 行 为 呈 正 相 关(r=
0.519,P<0.05);患者隐私保护能力与亲社会行为

呈正相关(r=0.61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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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与

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2.4.1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本次研究通过

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出VIF 值为<10,表明变量间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以伦理敏感性为自变量,亲社

会行为为因变量,患者隐私保护能力为中介变量,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最大似然比法对初始模型进

行反复修正、拟合,最终结果显示,χ2/df=2.900,
RMSEA=0.059,GFI=0.947,AGFI=0.920,CFI=
0.984,IFI=0.984,NFI=0.975,TLI=0.979,均达

到理想值,说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良好。结

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β SE CR P
伦理敏感性➝患者隐私保护 0.447 0.047 9.586 <0.001
伦理敏感性➝亲社会行为  0.387 0.055 7.089 <0.001
患者隐私保护➝亲社会行为 0.624 0.052 12.072 <0.001

2.4.2 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亲社会行

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Bootstrap法对患者隐私保

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将抽取次数设置为5
 

000,置信区间设定为

95%,结果显示见表3。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
说明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亲社会行为之

间存在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1.89%。
表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 β SE 95%CI P 效应占比(%)
间接效应 0.279 0.040 0.211~0.367 <0.001 41.89

 

直接效应 0.387 0.070 0.258~0.534 <0.001 58.11
 

总效应 0.666 0.077 0.528~0.830 <0.001 100.00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和亲

社会行为现状 伦理敏感性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能力

的起点。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高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16],可能与

调查对象学年不同有关,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是已在

临床实习的高年级护生。有研究表明,高年级护生比

低年级护生表现出更高的伦理敏感性[17],随着学年

的增加,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会增加专业课和伦理课,
护生收获的专业知识及伦理知识也更加丰富;同时获

得的临床实践机会也越多,特别在临床实习之后,与
患者接触的机会多,护生会更加关注实践中存在的伦

理问题。伦理敏感性较高的护生,在临床实践中会采

取积极措施保护患者的隐私,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确保患者的安全[18]。

患者隐私保护能力是指医务人员保护患者个人

隐私不被暴露或侵犯的一种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认知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说明实习护生对患者隐私保护的认知较好,与相

关调查结果[14,19-21]一致。本研究中80.66%实习护生

在学校/医院接受过护理伦理、卫生法、护理沟通等伦

理课程的培训学习,实习护生的伦理水平和法律意识

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提升了其保护患者隐私

的认知水平。此外,本研究的对象均为临床实习3个

月以上的护生,其在临床时间相对较长,接受临床带

教老师关于患者隐私保护的指导较多,因而其保护患

者隐私的意识也越强。
 

亲社会行为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的一种

积极行为,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分为利他的、
依从的、情绪性的、公开的、紧急的和匿名的6类亲社

会行为[15]。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亲社会行为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相关文献[22]对高职护生的

研究结果。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整体年龄偏高,有研究

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亲社会行为随之增多[23],可
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护生其心智趋于成熟,掌握了丰

富的问题处理技巧,更能产生越多的亲社会行为。本

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性的、紧急的2个分量表得分最

高,一方面说明实习护生的亲社会行为容易受到情绪

或情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护生在遇到紧急求

助下,都愿意主动帮忙,体现了医学专业学生救死扶

伤的责任感和职业素养。
3.2 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对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和亲

社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伦理敏感性是采取伦

理决策和行动的前提。研究表明,具有较高伦理敏感

性的护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保护患者隐私的重要性,
在特定的情境下能够做出公正和谨慎的决策,以降低

对患者伤害的风险[24]。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

的伦理敏感性与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呈正相关(P<
0.05),实习护生的伦理敏感性对患者隐私保护能力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与相关的研究结果[21]一致。
伦理敏感性较高的实习护生,在临床的实习过程中会

更关注患者在各种环境下的隐私问题,并在基于伦理

道德的原则下采取积极措施保护患者隐私。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的伦理敏感性与亲社

会行为呈正相关(P<0.05),即实习护生的伦理敏感

性越高,其亲社会行为越好,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对

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与彭燕霞等[6]的研

究结果一致。研究表明,随着伦理敏感性的增加,护
士的关怀行为也随之增加[25],实习护生通过敏锐地

识别伦理问题和可能陷入的道德困境,促使他们做出

对患者有益的临床决策,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从
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3.3 实习护生的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
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效应 本研究显示,患者隐私

保护能力在伦理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比为41.89%,说明伦理敏感性

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还可通过患者隐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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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能力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决策理论认为,亲社会

价值取向作为价值观的一部分,是亲社会行为重要的

动机因素,而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必须借助于情境

的激活作用以及其他各种人格和情境因素[26]。高伦

理敏感性者更容易关注到情境中涉及的隐私保护问

题,此为情境的激活。而患者隐私保护能力正是适合

于此情境的人格特征,在情境的激活下,通过适合于

此情境的人格的作用,其亲社会价值取向就越强,亲
社会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医务人员具有较高

水平伦理敏感性时,其道德觉察力和判断力会更敏

锐[27],当其处于临床伦理决策的情境时,能够迅速地

识别患者存在的隐私问题,站在患者的角度及时帮助

其解决问题并保护其隐私不被泄露,产生更多对患者

有益的亲社会行为。
3.4 建议 学校与医院应重视护生伦理敏感性和隐

私保护能力的培养。学校方面,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小组辩论,或采取游戏教学、角
色扮演等教学方法[28-29],引导护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其伦理敏感性和隐私保护能力;
医院方面,在临床实习的带教过程中,可以采用以问

题为基础的案例式教学法[30],设置临床常见的伦理

困境情境让实习护生找出其中存在的伦理或涉及患

者隐私的问题,并结合小组讨论及带教老师的指导,
提升实习护生发现伦理问题的敏锐度及保护患者隐

私的能力,从而产生更多对患者及医院有积极作用的

亲社会行为,提高实习护生人文素养,并为患者提供

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4 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的伦理敏感性、患者隐

私保护能力和亲社会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患者隐

私保护在实习护生伦理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在学校和医院的教学中,应注重提高实

习护生患者隐私保护能力和伦理敏感性,从而改善其

亲社会行为。本研究仅选取湖南省部分医院的实习

护生进行调研,代表性不足,未来可通过多中心的调

查并结合质性研究,进一步探索伦理敏感性、患者隐

私保护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潜在作用机制,提出针对

性的干预措施,提升护生的亲社会行为,从而提升护

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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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新生儿专科护士
培训基地教学实践

吴丽芬1,刘恋2,何娇2,乐琼2,袁敏3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基地教学模式实践效果。方法
 

选择2016-2018年接受新生儿专

科护士培训的18名学员作为对照组,2020-2023
 

年接受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的19名学员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模式培

训,观察组基于库伯学习理论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比较两组学员核心能力及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结果
 

除教育与咨询能力维

度外,培训后观察组核心能力其他6个维度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对教学方法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但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培训模式可提高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
关键词:新生儿; 专科护士; 培训; 库伯经验学习理论; 核心能力; 培训基地; 教学方法;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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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teaching
 

model
 

practice
 

based
 

on
 

Cooper'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for
 

neonatal
 

nurse
 

specialist
 

training
 

sites.
 

Methods
 

Eighteen
 

trainees
 

who
 

received
 

neonatal
 

specialist
 

nurse
 

training
 

from
 

2016
 

to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19
 

trainees
 

who
 

received
 

neonatal
 

specialist
 

nurse
 

training
 

from
 

2020
 

to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ined
 

with
 

conventional
 

train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ained
 

based
 

on
 

Cooper'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Except
 

for
 

the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and
 

counselling,
 

the
 

other
 

6
 

dimensions
 

of
 

core
 

compete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Cooper'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can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specialized
 

nurse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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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护士是指在某一特定护理领域内,具有较高

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护理工作者,是护理专业化和

专门化发展的一个标志[1]。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人们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专科护士在临床护理、
教育培训和护理科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提升

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具有重大影响。政府和医

疗机构加大对专科护士的重视和培训力度,可为专科

护士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2]。按专业化标

准培养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并满足患者护理需求的专科

护士是护理行业的关注重点[3]。许多医疗机构和护理

学会建立了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以提高专科护士的专

业水平和实践能力[4-5]。新生儿专科由于患儿生理和

心理特点与成人或年长儿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新生儿

专科护士的培训有其特殊性,需要融合护士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敏锐观察力、沟通能力、关怀能力及评判性

思维能力等进行培训及考核。专科护士在临床基地的

培训方式主要以临床带教老师一对一带教、定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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