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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的潜在剖面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构建个性化教育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湖北省2所院校及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262名护理硕士研究生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学业成就量表、知识

隐藏量表和相对剥夺量表进行调查。对护理硕士研究生的学业成就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各剖面的影响因

素。结果
 

护理硕士研究学业成就分为中庸型(60.69%)、社交型(21.37%)和好学型(17.94%)。培养方式、就读护理专业原因、
招生类型、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参与导师课题、学位类型及知识隐藏行为是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均P<
0.05)。结论

 

教育者应根据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不同分型特点及影响因素,构建个性化教育方案,以满足学生成长需求,助
推其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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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developing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s.Methods
 

A
 

total
 

of
 

262
 

nursing
 

master
 

degree
 

students
 

from
 

two
 

universities
 

and
 

two
 

general
 

tertiary
 

hospitals
 

in
 

Hubei
 

Province
 

were
 

survey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Scale,
 

the
 

Knowledge
 

Concealment
 

Scale,
 

and
 

the
 

Rela-
tive

 

Depriv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Latent
 

profil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student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profile.Resul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stud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profiles:
 

the
 

moderate
 

type
 

(60.69%),
 

the
 

social
 

type
 

(21.37%),
 

and
 

the
 

studious
 

type
 

(17.94%).Factors
 

affect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students
 

inclu-
ded

 

training
 

method,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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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the
 

nursing
 

major,
 

admission
 

type,
 

whether
 

serving
 

as
 

a
 

student
 

cadre,
 

whether
 

partici-
pating

 

in
 

supervisor
 

projects,
 

degree
 

type,
 

and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all
 

P<0.05).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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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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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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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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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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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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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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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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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and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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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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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护理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培养具备管理、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等综合能

力的护士至关重要。学业成就可定义为学生在接受

高等院校学习后所引发的个体变化和收益,可依据学

生的能力、具体目标以及学业表现进行测量[1]。它全

面反映了学生的教育与成长,是评估教育质量的重要

指标[2]。研究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心智成熟,多虑

多思,在教学活动中易与他人、群体、个人过往及期望

比较[3]。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想得、应得、怨恨于未

得的不愉快体验,主要产生于比较后的不公平感,会
导致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习倦怠、动机不足,影响个人

发展[4]。知识隐藏,即对他人的知识请求时选择故意

隐瞒或掩饰的行为,在护理硕士研究生中显得较为突

出,不仅会降低学生的创造力和知识共享,还会阻碍

学业成就[5-6]。有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及结构方程模

型明晰了个人、导师及机构因素对学业成就的影

响[7],借助在线课程提高了护理专业学生学业成

就[8]。但上述研究以学习成绩、平均绩点客观量化学

业成就,较难体现研究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性。
潜在剖面分析以样本数据估计个体属于特定类别的

概率,使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潜在类别之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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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得以最大化,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学生在学校期间知

识和能力。本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探讨护理硕士

研究生学业成就的类别,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构建

个性化教育方案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5月,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湖北

省2所高等院校和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护理硕

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已获得或正在攻

读护理硕士学位;②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既往或目前存在精神疾病。脱落标准:中途

退出调 查 者。根 据 横 断 面 调 查 样 本 量 公 式 n=
(Z1-α/2σ/δ)2 计算样本量,设定 Z1-α/2=1.96,δ=
2.00。对20名护理硕士研究生进行预调查,结果显

示,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绩得分标准差σ=11.98。
计算样本量为138。考虑到20%的样本脱落率,估计

样本量至少为173。本研究已通过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和批准(TJ-
IRB202303131)。本研究最终调查262名护理硕士研

究生,女230名,男32名;年龄22~35(26.79±3.63)
岁;生源地为农村121名,城镇141名;每月与导师交

流1~2次182名,3~5次45名,≥6次35名。科

研、学习或工作压力:轻度58名,中度137名,中度67
名。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18名,5
 

000~10
 

000
元194名,>10

 

000元50名;父亲职业为企事业单位

人员81名,个体经营户40名,农民/社会服务人员等

111名,退休/无业30名;母亲职业为事业单位人员

68名,个体经营户29名,农民/社会服务人员等100
名,退休/无业65名;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103
名,高中/专科106名,本科及以上53名;母亲文化程

度为初中及以下123名,高中/专科81名,本科及以

上58名。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结合既往相关研究[7,9],经
小组讨论,拟定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级、生源地等

18项内容。
1.2.2 学业成就自评表 由李宪印等[10]编制,主要

用于衡量学生在校期间习得的知识及技能。量表内

容包括学习认知能力(4个条目)、沟通能力(3个条

目)、自我管理能力(3个条目)、人际促进能力(4个条

目)4个维度,共14个条目。各条目按“完全不符合”
至“完全符合”分别赋1~5分。其中,条目6~10为

反向计分。总分14~70分,分数越高,学生学业成就

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4,本研究中为

0.781。
1.2.3 相对剥夺感量表 由马皑[11]编制,主要用于

衡量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照比较个人成就时,个体的

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量表内容包括4个条目,按
“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赋1~6分。总分

4~24分,分数越高,个体相对剥夺感越强,越可能存

在不满、愤怒等负性情绪。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630,本研究中为0.864。
1.2.4 知识隐藏量表 由李威威[12]汉化,主要用于

评估在面对他人知识请求时个体隐瞒或掩饰等行为。
量表内容包括逃避式知识隐藏行为(4个条目)、聋哑

式知识隐藏行为(4个条目)、合理化知识隐藏行为(4
个条目)3个维度,共12个条目。各条目按“非常不

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赋1~5分。总分12~60
分,分 数 越 高,个 体 知 识 隐 藏 行 为 越 严 重。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本研究中为0.963。
1.3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调查法,借助

问卷星网站设计、发放、回收问卷。调查前征得相关

领导同意,以书面形式告知调查对象研究目的、内容

及填写注意事项,确保匿名性及数据隐密性,获取其

知情同意。为提高调查对象积极性,承诺及时提交问

卷可获10元(人民币)酬劳。调查过程中存疑处可随

时拨打调查者电话进行询问。所有问题设置为必填

项以避免漏填;设置各IP地址仅能填写1次,避免重

复填写。问卷回收后,2名课题组成员核查数据,剔
除填写时间过短(<2

 

min)或过长(>10
 

min)、有明

显规律的无效问卷。共回收283份问卷,剔除11份

填写时间过长或过短问卷、10份答案具有明显规律

的问卷,共 收 集 有 效 问 卷262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2.58%。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Muplus8.3软件进行潜在

剖面分析,以学业成就4个维度得分为外显变量,依
次选取1~5个剖面进行拟合,计算各模型参数。拟

合指标包括①信息指标:AIC、BIC和aBIC,各值越

低,模型拟合越好。②分类精度指标:熵(Entropy),
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1分类越精确。③似然比指

数:LMR和BLRT,当P<0.05时,k 类剖面模型优

于k-1类剖面模型。使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χ2 检验、方差分析及 Kruskal-
Wallis

 

H 检验。多元logistic回归用于探讨不同类

别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测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测。结果显示,有7个特征值大

于1的因素解释了80.09%的差异。第1个因素解释

了32.60%的方差,低于40%的临界值,故本研究不

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知识隐藏及相对剥

夺得分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得分为(51.26±
5.96)分。其中,学习认知能力(14.95±2.94)分,沟
通能力(11.20±4.27)分,自我管理能力(11.04±
3.26)分,人际促进能力(14.06±3.57)分。相对剥夺

量表得分为(12.93±4.43)分,知识隐藏行为量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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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23.26±7.36)分。
2.3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的潜在剖面分析 以

学业成就量表4个维度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5个

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1。其中,3类别有较高的En-
tropy值,LMR和BLRT的P 值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3类别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好于1和2类别模型;4

和5类别模型的AIC、BIC、aBIC值变化不明显,最小

剖面占比不足5%[13],不建议单独作为一个剖面。3
类别剖 面 的 平 均 归 属 概 率 分 别 为0.994、0.992、
0.991,结果可信。因此,本研究最终确定在读护理硕

士研究生学业成就潜在剖面分为3个类别。

表1 护理硕士研究生潜在剖面模型的拟合结果

模型 AIC BIC aBIC Entropy LMR(
 

P) BLRT(P) 类别概率(%)

1 5
 

597.118 5
 

625.664 5
 

600.301
2 5

 

248.364 5
 

294.753 5
 

253.537 0.986 <0.001 <0.001 78.24/21.76
3 4

 

925.207 4
 

989.437 4
 

932.369 0.979 <0.001 <0.001 21.37/17.94/60.69
4 4

 

903.726 4
 

985.798 4
 

912.878 0.978 0.006 <0.001 1.53/17.56/59.54/21.37
5 4

 

892.963 4
 

992.877 4
 

904.104 0.959 0.208 <0.001 1.91/55.73/4.20/16.79/21.37

2.4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潜在剖面命名 根据

分类结果绘制了潜在剖面图,见图1。C1组共56名

(21.37%),在沟通能力和人际促进能力维度得分最

高,在学习认知能力维度得分最低,自我管理能力得

分 比 较 低,故 命 名 为 社 交 型;C2 组 共 47 名

(17.94%),在学习认知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维度得

分最高,但沟通能力和人际促进能力得分最低,故命

名为好学型;C3组共159名(60.69%),自我管理能

力最低,学习认知能力、沟通能力、人际促进能力得分

中等水平,故命名为中庸型。C1、C2、C3在学业成就

方面的得分比较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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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潜在剖面的特征分布

表2 不同分类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学业成就 学习认知能力 沟通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人际促进能力

社交型 56 59.39±3.71 11.77±1.49 18.52±1.49 11.16±2.25 17.95±1.77
好学型 47 51.19±3.47 18.62±1.87 8.21±2.03 16.00±2.08 8.36±1.98
中庸型 159 48.41±4.34 14.99±2.21 9.51±1.90 9.53±2.22 14.38±1.92

F 151.080 147.482 749.590 156.320 330.021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5 不同特征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类别的单因

素分析 不同性别、生源地等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

就类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3。
2.6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的多因素分析 以单

因素统计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
以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的3个潜在剖面为因变

量(社交型=1,好学型=2,中庸型=3,以中庸型为参

照)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3 讨论
3.1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现状及群体异质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得分为

(51.26±5.96)分,低于邹锦怡等[9]对护理本科生学

业成就的调查结果。与本科学习相比,护理硕士研究

生课程更强调专业知识的深度、研究视野的广度、领
导力及评判性思维[14],同时面临较高的学术、时间、
竞争及职业发展等压力源,使其学业面临多重挑战。

本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识别了护理硕士研究生学

业成就的3个特征类别。①社交型占比21.37%。此

类研究生学业成就得分最高,其中沟通及人际促进能

力得分最高。Carlos
 

Torrego-Seijo等[15]研究显示,
有着良好社交能力的学生一般性格外向、善于维护人

际关系,更有可能在沟通中理解学习内容,并从他人

的经验和观点中受益。但社交型研究生学习认知能

力得分最低,即对客观知识的理解、吸收和掌握能力

存在不足,教育者需针对性地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
如线上或线下辅导、组建学习小组等提高他们的学习

能力。②好学型占比17.94%,学习认知及自我管理

能力得分最高,沟通和人际促进能力得分最低。该类

研究生具有较强的求知欲望,能够较好协调学习、生
活及工作时间,持续提升专业素养,但可能存在社交

活动受限的问题。建议教育者提供社交技能培训,鼓
励并支持学术和专业活动,引导研究生主动参与学科

合作与社交活动,在学术和职业领域中获得更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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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③中庸型占比60.69%,学业成就得分最低,
其中学习认知、沟通、人际促进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
自我管理能力得分最低。本研究61.07%的学生为

专业型护理研究生,他们面临着平衡学业、社交等多

方面需求的挑战,在没有明显的外部支持或内在压力

的情况下,缺乏明确的学习和发展目标,容易在自我

管理上失去动力[16]。因材施教是个性化教育的核

心,教育者需关注研究生的需求和优势,提供目标设

定、时间管理和决策技能的培训,鼓励明确个人目标

和建立优先级,帮助研究生利用其优势成长,提高教

育质量。

表3 不同特征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社交型(n=56) 好学型(n=47) 中庸型(n=159) 统计量 P

年级[人(%)] χ2=31.540 <0.001
 研一 89 30(33.71) 9(10.11) 50(56.18)

 研二 83 10(12.05) 9(10.84) 64(77.11)

 研三 90 16(17.78) 29(32.22) 45(50.00)
招生类型[人(%)] χ2=17.417 <0.001
 统考 170 24(14.12) 29(17.06) 117(68.82)

 推免 92 32(34.78) 18(19.57) 42(45.65)
学位类型[人(%)] χ2=15.247 <0.001
 学术型 102 17(16.67) 30(29.41) 55(53.92)

 专业型 160 39(24.38) 17(10.62) 104(65.00)
培养方式[人(%)] χ2=18.173 <0.001
 非全日制 116 12(10.35) 29(25.00) 75(64.65)

 全日制 146 44(30.14) 18(12.33) 84(57.53)
担任学生干部[人(%)] χ2=37.918 <0.001
 是 97 39(40.21) 20(20.62) 38(39.17)

 否 165 17(10.30) 27(16.36) 121(73.34)
就读院校类型[人(%)] χ2=7.190 0.027
 985/211/双一流 187 46(24.60) 37(19.79) 104(55.61)

 其他 75 10(13.33) 10(13.33) 55(73.34)
就读护理专业原因[人(%)] χ2=14.249 0.007
 自愿 135 32(23.70) 34(25.19) 69(51.11)

 调剂 39 6(15.38) 6(15.38) 27(69.24)

 听从他人建议 88 18(20.45) 7(7.96) 63(71.59)
参与导师课题[人(%)] χ2=11.202 0.004
 是 151 37(24.50) 35(23.18) 79(52.32)

 否 111 19(17.12) 12(10.81) 80(72.07)
相对剥夺[分,M(P25,P75)] 14.75(12.00,17.00)20.00(14.00,20.00)16.00(14.00,19.00)Hc=11.659 0.003
知识隐藏行为[分,M(P25,P75)] 27.00(23.00,32.00)23.00(17.00,29.40)31.00(24.00,33.00)Hc=24.311<0.001

表4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潜在剖面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n=262)

项
 

目    参照 β SE χ2 P OR 95%CI

社交型vs.中庸型

 常数 -4.747 1.798 6.968 0.008
 招生类型(推免) 统考 1.265 0.399 10.040 0.002 3.542 1.620~7.745
 培养方式(全日制) 非全日制 1.057 0.424 6.217 0.013 2.877 1.254~6.603
 担任学生干部(是) 否 1.965 0.415 22.408 <0.001 7.132 3.162~16.087
 就读护理专业原因(自愿) 他人建议 0.871 0.440 3.911 0.048 2.389 1.008~5.662
好学型vs.中庸型

 常数 1.588 1.540 1.064 0.302
 培养方式(全日制) 非全日制 -1.005 0.421 5.702 0.017 0.366 0.160~0.835
 参与导师课题(是) 否 1.193 0.437 7.457 0.006 3.296 1.400~7.760
 学位类型(专业型) 学术型 -0.892 0.418 4.553 0.033 0.410 0.181~0.930
 知识隐藏行为 -0.107 0.030 12.487 <0.001 0.899 0.847~0.954
 就读护理专业原因(自愿) 他人建议 1.144 0.507 5.086 0.024 3.140 1.162~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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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

分析

3.2.1 培养方式 与中庸型比较,全日制护理硕士

研究生易归属于社交型,非全日制护理硕士研究生易

归属于“好学型”(P<0.05)。全日制学生除常规学

业任务外,还需参加各种临床实践、学科竞赛、学术会

议等活动,易接触到不同学科、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
复杂社交环境及多样的社交资源提高了全日制学生

的倾听和表达能力[17]。而与全日制学生相比,非全

日制学生面临学习、工作及家庭生活压力,具有强烈

的学习动力,在深化对护理学科理解的同时,注重追

求职业发展和专业素养的提升,更积极地投入学术研

究。护理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其具备专业、跨学科、跨
领域的知识,还需具备广泛的综合技能以适应复杂医

疗环境。无论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护理硕士研究

生,教育者均需在保证研究生发挥长处的同时,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临床实践、学科竞赛、学术会议等资源,
最大程度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平衡学习和工作,提高

学业成就。
3.2.2 就读护理专业的原因 研究结果显示,自愿

就读护理专业的护理硕士研究生易归属于社交型和

好学型。自愿就读护理专业的学生对学科发展及行

业前景有一定的了解,职业认同感更高。这种内在驱

动力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沟通、非语言交流

及对患者需求的关注。此外,自愿就读护理专业的学

生具备更高的学习动机。研究显示,当学习目标更加

明确时,研究生更有可能在参与过程中以结果为导向

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情绪,通过增加知识储备探索

相关学科知识,运用所学知识灵活解决关键问题[18]。
对于那些非自愿就读的护理硕士研究生,教育者需在

尊重其想法的同时,针对学生特点协助他们找到学习

目标,改善部分学生对护理专业的刻板印象,正确看

待职业发展前景。
3.2.3 招生类型、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与是否参与导

师课题 研究结果显示,推免生、担任过学生干部的

护理硕士研究生易归属于社交型(均P<0.05)。在

中国,由本科推免进入高等教育攻读硕士学位的程序

评估了学生的道德、课程成绩、课外活动、研究潜力等

多个维度。与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一样,该类学生

在教育活动中可能涉及广泛社交互动和复杂人际关

系管理[14]。这些社交技能的培养使得他们更容易融

入护理团队,善于与同事、患者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建

立密切的沟通和协作关系,具备协作、倾听、沟通及处

理团队内部关系的能力,突显出典型的“社交型”特
质。此外,参与过导师课题的护理硕士研究生易归属

于好学型(P<0.05)。其原因可能是,在课题研究

中,学生需以研究目标为导向,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既

定的理论及方案,专注于时间规划和效率,研究项目

细节并完成任务。建议学生在确保完成学业任务的

前提下,适当参与领导及协作项目。学科发展离不开

观念、理论、方法等更迭,需加强课题交流与合作,通
过团队合作与他人相互激励,进而取得更大进步。
3.2.4 学位类型和知识隐藏 研究结果显示,学术

型学位类型的护理硕士研究生易归属于好学型(P<
0.05)。从培养目标来看,学术型护理硕士研究生更

强调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强调护理理论深度及

广度的学习。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有效评

估,有目的地进行知识积累并评判性地思考,以提高

学习效率和创新能力。此外,低知识隐藏行为的护理

硕士研究生易归属于好学型(P<0.05)。知识共享

意味着知识的开放、传播和创新,对提高个人的学习

和自我管理技能至关重要[19]。通过交流,学生可以

接触到更多的专业领域和技术,从不同的方法和思维

范式看待学科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改善。然而,
缺乏相应的支持机制及商业化的平台可能会阻碍护

理知识的传播。作为管理者,有必要提供适当的支持

及构建相应的资源机制促进多地区、多院校护理硕士

研究生的交流,鼓励多样化的知识传播形式,将学术

交流融入护理教育,以建立积极的知识共享价值观。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将护理硕士研究生学

业成就分为社交型、好学型、中庸型3个类别,明确了

培养方式、就读护理专业原因、招生类型、是否担任学

生干部、是否参与导师课题、学位类型及知识隐藏行

为是学业成就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教育者需根据

相关因素辨别学生学业成就特性,进一步使用更灵

活、针对性的教育方式及内容以挖掘学生潜力、促进

其成长发展。相对剥夺感未进入回归模型。作为一

种消极的心理体验,相对剥夺感可能通过学习态度、
自我效能等间接影响学生学业成就潜在剖面,加之本

研究中调查对象均来自湖北省,且样本量小,结果外

推受限,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考虑不同地区和文

化背景的学术成就差异。此外,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学

业成就因果关系的推导能力,可开展纵向研究以便探

讨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业成就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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