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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高校制定创造性护理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

样法,选取232名本科护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量表、校园环境支持量表及教师支持量表进行调

查。结果
 

护理本科生创造力倾向得分104.50(100.00,123.00)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学校性质、科研

项目参与经历、校园环境支持、教师支持是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80.4%。结论
 

本

科护生创造力倾向处于一般水平。护理专业教育者应从多角度出发采取不同方式加强对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的护理教育和培

训,以提高其创造力倾向,发展其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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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reativity
 

tendency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formulate
 

creative
 

nurs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Methods
 

A
 

total
 

of
 

232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Williams
 

Prefer
 

Measurement
 

Forms,
 

the
 

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
 

Scale
 

and
 

the
 

Teacher
 

Support
 

Scale
 

were
 

used
 

for
 

the
  

survey.
 

Results
 

The
 

score
 

for
  

creativity
 

tendency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as
 

104.50
 

(100.00,
 

123.00).
 

Multi-
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nature
 

of
 

school,
 

experience
 

in
 

research
 

project
 

participation,
 

campus
 

environment
 

support,
 

and
 

teacher
 

support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reativity
 

tendency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ll
 

P<0.05),
 

explaining
 

80.4%
 

of
 

the
 

total
 

variance.
  

Conclusion
 

The
 

creativity
 

tendenc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s
 

at
 

an
 

average
 

level.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method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strengthen
 

the
 

nurs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creativity
 

tendency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creativity
 

tendency
 

and
 

develop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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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护理环境日益复杂、护理需求不断增加,
培养本科护生的创造力倾向,发展创造性思维对于

培养高质量护理人才以及提高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创造力行为分为认知和情感两部分,情感部分

即为创造力倾向,是指个体所具有的创造性心理倾

向,包括人格上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

等方面[1],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个体创造力发展的

非智力因素。研究表明,加强护生创造力倾向,发展

其创造性思维有利于提高其对临床护理专业知识、
操作技能等知识的学习主动性,提升护理专业的核

心竞争力,对于学科发展和护理科技创新的广泛推

进至关重要[2-4]。学校作为护生学习发展的主阵地,
学校环境支持和教师支持在不同程度影响着护生创

造力倾向的发展。校园环境支持主要指院校为护生

学习提供的环境资源帮助,包括学业环境、职业环

境、多元文化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环境的支持[5-6],良
好的校园环境能够促使护生获得更好发展。教师支

持是教师鼓励护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积极回应其

学习诉求,表达强烈支持的态度,这在培养护生创造

性方面至关重要,因为创造性能力的提高需要来自

优秀教师的刺激、支持与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护理

人才匮 乏,科 研 基 础 薄 弱,创 新 创 造 意 识 明 显 不

足[7]。目前对于创造力倾向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护

理硕士研究生,且创造能力处于中等偏低水平[8]。
调查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现状,可以了解当前护士

储备人才的基本情况,以更好地培养具有高创造能

力的护理人员。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本科护生

创造力倾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高校制定创

造性护理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9-11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
抽取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和齐鲁医药学院2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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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全日制本科护生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护

理学全日制在读本科生;②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排除

标准:因请假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完成问卷者。根据

样本量估算法[1],样本量至少为变量数的15倍,本研

究变量数为12个,
  

考虑15%的样本流失和无效问卷

情况,纳入样本量至少212。本研究共纳入232人,女
生190人,男生42人。独生子女70人。生源地:省
会城市/直辖市27人,县级/地级市172人,乡镇/农

村33人。大一年级59人,大二年级60人,大三年级

56人,大四年级57人。本研究已获得山东第二医科

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

与本研究。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

查阅相关文献[9-10]并结合本科护生的实际情况自行

编制,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高考生源地、
年级、学校性质、是否有过科研项目经历、家庭年收

入、父母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情况。②威廉斯创造力

倾向量表(Williams
 

Prefer
 

Measurement
 

Forms)[11]。
包括冒险性(11个条目)、好奇性(14个条目)、想象力

(13个条目)、挑战性(12个条目)4个维度共50个条

目。条目采用Likert
 

3级评分法,“完全不符合”“不
符合”“完全符合”依次计1~3分,其中4、9、12、17、
29、35、45、48题为反向计分题目,总分50~150分,
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创造力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量

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2。③校园环境支持量

表。汉化版为单维度量表[12],共8个条目。问卷采

用4级计分,少数题项采用7级计分。由于本研究主

要调查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影响因素并考虑到研究

对象特点,选取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
至“非常同意”依次计1~5分,总分为8~40分,得分

越高代表获得的校园环境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3。④教师支持量

表[13]。包括自主支持(5个条目)、情感支持(3个条

目)和能力支持(3个条目)3个维度共11个条目,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
别计1~5分,总分11~55分,分数越高表示教师给

予学 生 支 持 越 多。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850。
1.2.2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形式进

行调查,在各年级辅导员支持下,组织护生统一填写,
测试前由研究人员向护生详细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

和要求,采取不记名形式填写。填写过程中,要求护

生独立完成,作答完成后由研究人员现场将问卷收

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38份,回收有效问卷232
份,有效回收率为97.5%。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非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P25,P75)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百分比描述。行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

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校园环境支持及教师支

持得分 见表1。
表1 护理本科生创造力倾向、校园环境

支持及教师支持得分(n=232)
分,M(P25,P75)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创造力倾向总分 104.50(100.00,123.00) 2.09(2.00,2.46)

 冒险性 23.00(22.00,29.00) 2.09(2.00,2.64)

 好奇性 29.00(28.00,34.00) 2.07(2.00,2.43)

 想象力 26.00(26.00,32.00) 2.00(2.00,2.46)

 挑战性 26.00(24.00,30.00) 2.17(2.00,2.50)
校园环境支持总分 18.00(14.00,29.50) 2.00(1.00,3.00)
教师支持总分 28.00(21.00,34.75) 2.55(1.90,3.16)

 自主支持 14.00(10.00,19.00) 2.80(2.00,3.80)

 情感支持 7.00(5.00,9.00) 2.33(1.67,3.00)

 能力支持 6.00(6.00,9.00) 2.00(2.00,3.00)

2.2 不同特征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总分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的本

科护生创造力倾向得分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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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2 不同特征护理专业本科生创造力

倾向总分单因素分析 分,M(P25,P75)

项目 人数 创造力倾向总分 Z/Hc P
家庭年收入(万元) 2.000 <0.001
 <10 111 100.00(100.00,111.00)

 10~15 77 105.00(100.00,114.00)

 >15 44 134.00(126.25,134.00)
学校性质 8.679 <0.001
 公办 108 120.00(106.00,133.00)

 民办 124 100.00(100.00,105.00)
身体健康情况 2.000 0.030
 健康 59 114.00(100.00,134.00)

 一般 150 102.00(100.00,114.00)

 较差 23 105.00(100.00,118.00)
科研项目参与经历 8.436 <0.001
 是 39 134.00(126.00,134.00)

 否 193 101.00(100.00,111.50)
父母文化程度 3.000 <0.001
 初中及以下 83 101.00(100.00,108.00)

 高中或中专 98 100.00(100.00,111.25)

 大专及以上 51 132.00(125.00,134.00)

2.3 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校园环境支持得分及教

师支持得分的相关系数 本科护生的创造力倾向总

分与校园环境支持总分、教师支持总分呈正相关

(rs=0.822、0.729,均P<0.001)。
2.4 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将创造力倾向总分作为因变量(经检验残差满

足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单因素

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7个变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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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α入 =0.05,α出 =
0.10),结果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
中或中专=2,大专及以上=3)、学校性质(公办=1,
民办=2)、科研项目参与经历(是=1,否=2)、校园环

境支持(原值输入)和教师支持(原值输入)是本科护

生创造力倾向的影响因素,解释总变异的80.4%。
结果见表3。

表3 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232)

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93.228 4.387 21.251 <0.001
父母文化程度 2.134 0.698 0.116 3.058 0.003
学校性质 -2.888 1.021 -0.100 -2.828 0.005
科研项目参与经历 -4.673 1.412 -0.121 -3.310 0.001
校园环境支持总分 0.819 0.084 0.530 9.697 <0.001
教师支持总分 0.223 0.059 0.165 3.751 <0.001

  注:R2=0.810,调整R2=0.804;F=136.373,P<0.001。

3 讨论

3.1 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总体发展处于一般水平 
本研 究 结 果 显 示,本 科 护 生 创 造 力 倾 向 总 分 为

104.50(100.00,123.00)分,总体处于一般水平(创造

力倾向总分111分以下表明创造力倾向一般)[14],与
王秀芝等[15]对广州市9所高校本科生的研究结果相

似。护理学自2011年成为一级学科后得到快速发

展,注重知识与能力并举,护生在大学教育内专业知

识与技能均得到较大提高。但是目前我高等教育仍

然受应试教育影响,护生创造力倾向发展受到一定束

缚。同时由于护理专业严谨规范的学科要求和专业

课程中需要识记背诵内容较多等特点,护生可得到更

多培养缜密思维方面的训练,但在创造力倾向方面没

有得到充分发展。本研究显示,护生创造力倾向的冒

险性、好奇性、想象力以及挑战性各维度得分均未达

到优秀标准(分别是30、36、35分和32分)[14],与李庆

丰等[16]对工科大学大学生创造力倾向的调查结果相

似。其中护生想象力均分最低,其原因可能为护生尚

未进入临床或仅处于实习阶段,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开

展工作,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原则,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其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发展。本次研究显示,护生的挑战性均分最高,挑战

性是指勇于提出问题,寻求可行办法以解决各种复杂

问题的能力[17]。可能与学校广泛开展了模拟临床真

实情境教学,鼓励护生在相对宽松环境内大胆提出疑

问,并尝试不同方法去解决问题有关。提示学校教育

者应与医院联合为护生拓展更有利于其创造力发展

的学习工作环境,可通过翻转课堂、PBL教学和案例

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同时,增加交叉学科和跨学科课程学习,更
好地拓展护生知识面,转换思维模式,激发其想象力

和好奇心,使护生自发进行创造性行为,提高创造力

倾向发展水平。
3.2 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的影响因素

3.2.1 父母文化程度高和公办学校对护生创造力倾

向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文

化程度高和公办学校的本科护生创造力倾向更强(均
P<0.05),与相关研究结果[18]一致。一方面,高学历

父母可以以更加松弛和稳定的心态面对子女成长和

学习中的问题及错误,形成良性沟通,为子女发展提

供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子女被理解和尊重就会获得

更多安全感,敢于进行冒险和探索,有利于创造性思

维培养。另一方面,高学历父母多拥有更多的知识储

备和技能,对于子女学业上的困惑和成长决策可提供

一定的参考意见和帮助,更好地培养子女面对困难的

应对能力,有利于其大胆表达内心想法,积极尝试动

手实践,促进挑战性和好奇心等创造性品质发展。因

此,学校以及教师应该给予父母学历较低的护生更多

关注,增加与其沟通,主动了解护生在生活及学习困

难与问题,鼓励护生加强与父母交流,积极表达自己

的想法和诉求,针对性培养护生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促进创造性思维发展。公办学校护生比民办学校护

生创造力倾向更强,这可能是公办学校通常具有更好

的生源条件,护生的求知欲更为强烈,整体学术氛围

更为浓厚。另外公办学校教学设备和师资队伍优于

民办学校[19],学校内的重点学科、高级教师以及科研

项目成果等都为护生创造性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氛围。
因此,建议高校应该开发更多培养创造力的课程,将
当前领域的前沿成果融入课程教学,提高护生对临床

科研的敏锐性,训练想象力和探索行为,实现创造性

人才的培养目标。
3.2.2 有过科研项目参与经历的护生创造力倾向更

好 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过科研项目的护生创造力

倾向更强(P<0.05),与郭卉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
研究表明参与科研有助于提高护生科研能力,尤其批

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可得到显著提高[21]。大

学生从自身兴趣出发加入组建科研团队,自己寻找或

者跟随指导教师开展科研研究,通过掌握的专业知识

和自身积累的学习经验建立严谨科学的研究计划,并
且通过自己探索和团队协作完成科研课题,这些经历

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其科研主动性,有助于提升大学生

的创新素养[22]。因此,建议学校要鼓励护生积极参

与科研活动,在教师指导下进行项目课题撰写、实践

调研,承担科研项目任务,鼓励护生进行学术讨论和

交流,在动手和实践中提高自身的创造力倾向。
3.2.3 获得校园环境支持和教师支持更多的护生创

造力倾向更强 本研究结果显示,得到的校园环境支

持和教师支持越多,护生创造力倾向越强(均 P<
0.05)。校园物质环境、人际环境和文化环境三者对

大学生创造思维具有显著的影响。现代化教学设施、
完善的教育资源有利于护生美好心理品质的塑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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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创造力倾向发展浓厚的文化环

境有助于护生创造性想法和行为发展。因此,学校不

仅需完善线上课程和图书资源等硬件环境,还应丰富

第二课堂、鼓励社团活动等为护生营造宽松自由的学

术氛围和浓厚创新氛围,从而建设适合护生创造性思

维培养的校园环境,培养和提高护生的创造性倾向。
本研究结果显示,得到教师支持越多护生的创造力倾

向越强,与李燕[23]研究结果一致。护生专业知识的

学习和思维发展与教师的教学密切相关。护生感知

到教师自主支持越多,从教师处获得的尊重和鼓励越

多,留给护生的自由空间和自由探索的机会越多,有
利于激发护生对新知识的好奇心,勇于尝试具有挑战

性和冒险性的方法,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护生创造力

倾向。因此,建议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多种灵活的教学

方式,如互动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尊重和激发护生的

自主学习动机,顺应其个体发展特点,鼓励在学习和

科研中大胆使用新方法,保护护生的想象力和好奇

心。

4 结论
本科护理生创造力倾向处于一般水平,父母文化

程度、学校性质、科研项目参与经历、校园环境支持、
教师支持是其创造力倾向的影响因素。护理教育者

应从多角度出发采取不同方式加强对本科护生创造

力倾向的教育培训,以发展创造性思维,提高其创造

力倾向。本研究仅针对山东省部分医学高校展开调

查,样本量受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扩大样本选取范

围,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并结合质性研究深入分

析护理本科生创造力倾向的影响因素,提出有效提升

护生创造力倾向的措施,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护理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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