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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文关怀测评对于提升护理专业学生未来的护理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的人文关怀测评工具

逐渐增多,本文对国内外关于护理专业学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进行整理与汇总,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为研制出更符合

我国护理教育背景及文化、全面且科学可靠的护理专业学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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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s
 

provided
 

by
 

fu-
ture

 

nursing
 

professionals.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number
 

of
 

tools
 

available
 

for
 

assessing
 

humanistic
 

care
 

among
 

nursing
 

students.This
 

paper
 

organizes
 

and
 

summarizes
 

the
 

various
 

evaluation
 

tools
 

for
 

nursing
 

students'
 

humanistic
 

care
 

both
 

do-
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analyzes
 

existing
 

problems.The
 

aim
 

i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
sive,

 

scientifically
 

reliable,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evaluation
 

tool
 

for
 

nursing
 

students
 

that
 

aligns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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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ursing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nursing
 

students; nursing
 

education; humanistic
 

care; evaluation
 

tools; review
 

literature

作者单位:1.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临床护理学教研室(湖南
  

长

沙,410013);2.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湘雅医院);

3.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李映兰:女,博士,主任护师,教授,yuyan0202@sina.com
通信作者:胡宁宁,819876978@qq.com
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7206403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0D01C149)
收稿:2024 05 16;修回:2024 07 06

  随着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增加,对护理服务质量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1-2]。人文关怀是护理服务质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3],指关注个体生存状况、尊重个体价

值,维 护 人 的 尊 严,旨 在 促 进 个 体 全 面 成 长 和 发

展[4-5]。2023年,国家卫健委在《进一步改善护理服

务行动计划(2023-2025年)》[6]中提出,护士要增强

人文关怀意识,在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中要关爱和尊重

患者,给予细心照护和人文关怀,增进护患信任,和谐

医患关系。护理专业学生(下称护生)作为临床护士

的后备力量,其人文关怀水平与未来的护理服务质量

密切相关[7-10]。研究显示,护生具备较高水平的人文

关怀能力,有助于满足患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提高患

者的满意度[11-14],这就要求院校教育者和临床实践管

理者积极探索如何提升护生的人文关怀水平。研制

科学可靠的测评工具是准确评估护生人文关怀水平

及制定干预措施的首要步骤[15-18]。目前针对护生人

文关怀的测评工具逐渐增多,但多数工具由国外学者

研制,我国进行汉化后应用;此外,还有部分工具针对

临床护士开发,应用于护生时忽视了两类人群的差异

性;再者,部分工具存在理论基础薄弱、信效度缺乏严

格验证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对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

具的开发与应用、理论基础、测评方式、测评内容及信

效度等展开综述,旨在为我国研制或选择符合我国护

理教育背景及文化、全面且科学可靠的护生人文关怀

测评工具提供参考。

1 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基本特征 
见表1。

2 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开发与应用分析

1979年,Waston[38]创立了人性关怀理论,并首

次提出“人性关怀”一词,打开了护理人文关怀研究的

大门。国外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研制较早,研制过程较

为严谨,研制方法较为成熟,可供国内学者借鉴学习。
李小妹等[39]于2001年首次将“关怀”概念引入我国

护理领域中,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人文关怀,进而

研制相应的测评工具。但目前我国处于测评工具的

研制阶段,而且所研制的工具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推广

较少,未来研究应着重将这些工具更广泛地应用于临

床实践,以增强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此外,国内外部

分测评工具针对护理人员或医务人员研制,而后应用

于护生中[19,21,28,36]。如CBI[19]主要用于测评临床护

士的人文关怀行为,Labrague等[40]使用CBI对印度、
菲律宾、尼日利亚、希腊4个国家的467名护生进行

人文关怀行为调查,结果表明护生人文关怀行为与年

龄、原国籍有关。NCCAT[36]主要用于来测评护理人

员的人文关怀品质,胡宇优等[41]使用 NCCAT对护

生的人文关怀品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护生的人文

关怀品质与情绪智力、临床沟通能力有关。护生和护

士存在一定的区别,如护士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

床经验,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服务,而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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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经验不足,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需求也缺乏敏

感度,难以满足患者多样化的人文关怀护理服务需

求。因此,针对护士研发的测评工具可能难以准确反

映护生人文关怀的特点。未来研究者在使用这类工

具时,应根据护生的特点将测评工具的条目进行调适

并验证。
表1 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基本特征

作者 工具名称
研发对象/

应用对象

理论

基础

测评

方式
量表内容 信效度

Wolf[19] 关怀 行 为 量 表

(CBI)

护士/在校

护生

Watson
 

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他评

包含相信人性化存在、护理专业知识、正向

沟通、关注他人经验、对他人尊重5个维度

共42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行为

总量 表 及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83,0.8~0.92。中文版 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

Nkongho[20] 关怀 能 力 量 表

(CAI)

护士/在校

及 实 习 护

生

Mayeroff 八

大关怀要素

自评 包含耐心、认知、勇气3个维度共37个条

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能力

总量 表 及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75,0.71~0.84;总量表及各维度重测

信度为0.75,0.64~0.80;内容效度指数

为0.80。中文版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Strickland

等[21]

关怀 行 为 量 表

(CBC)

护士/在校

护生

关 怀 文 献 的

哲学观点

他评 包含12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行为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内容

效度指数为0.80

Hughes[22] 组织 关 怀 氛 围

问卷(OCCQ)

在校护生 Noddings 关

怀教育理论

自评 包含对话、典范、证实、实践4个维度共39
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氛围感知

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8~0.92
中文版Cronbach's

 

α系数为0.917

Coates[23] 关怀 效 能 量 表

(CES)

护士/在校

护生

Watson人 性

关 怀 理 论、

Bandura社会

心理 自 我 效

力量表及10
个创新因子

自评 包含关怀的信心、怀疑和关心2个维度共

30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能力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Watson等[24] 关怀 维 度 问 卷

(CDI)

护士/在校

及 实 习 护

生

人 文 关 怀 经

验

自评 包含护理态度、护理沟通、护理干预及护患

关系4个维度共25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

关怀感知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内容

效度指数为0.99。中文版Cronbach's
 

α
系数为0.97

Hughes[25] 同龄 群 体 关 怀

互动量表(PG-

CIS)

在 校 及 实

习护生

人 文 关 怀 经

验

自评 包含帮助、关怀行为2个维度共16个条目,

用来测评人文关怀感知

总量表及2个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0.91、0.91;内容效度指数为0.83
中文版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Cossette

等[26]

关怀 性 护 患 反

应量表(CNPI)

在校护生 Watson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他评

包含需要、解决问题、帮助关系、精神、环境、

敏感、情感表达、人道、教育和希望10个维

度共70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行为

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3~0.91

Wade等[27] 护生 对 老 师 关

怀 感 知 问 卷

(NSPIC)

在校护生 Watson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包含尊重分享、控制与灵活性、理解生活的

意义、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以及在关怀中给予

信心5个分量表31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

关怀感知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Duffy[28] 管理 关 怀 评 价

表 (CAT-ad-

min)

护士/实习

护生

Watson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他评

包含非关怀、尊重、协同决策3个维度共38
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能力

总量 表 及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4,0.96~0.97。中文版总体及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0.93~0.96

Lee-Hsieh

等[29]

关怀 行 为 问 卷

(CBM)

实习护生 人 文 关 怀 及

多学科交叉

他评 包含专业关怀行为和真诚、共情尊重2个维

度共28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行为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内容

效度指数为0.90

王金淑[30] 知觉 关 怀 行 为

量表(PCB)

实习护生 无 自评 包含教学环境营造、师生关系、教师特质、教

学方法、师生互动5个维度共32个条目,用

来测评人文关怀感知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Kuo等[31] 同伴 关 怀 问 卷

(PCM)

在校护生 Noddings关

怀理论、Nod-

dings关 怀 教

育理论

他评 包含学业关怀、情感关怀、关怀支持3个维

度共17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行为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黄戈冰[32] 护理 专 业 大 学

生人 文 关 怀 能

力量 表(HCA-

NU)

实习护生 Watson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包含促进情感交流,帮助解除困难,提供良

好环境,协助满足基本需求,健康教育,人

道、利他价值观,灌输信念,科学解决健康问

题和希望8个维度共45个条目,用来测评

人文关怀能力

总量 表 及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0,0.64~0.84;重测信度为0.82;分

半信度为0.93;内容效度指数为0.96

郭瑜洁[33] 护士 人 文 关 怀

品质问卷(NC-

CQ)

在校护生 Watson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包含人文关怀感知、人文关怀能力、人文关

怀知识和人文关怀理念4个维度共44个条

目,该问卷用来测评人文关怀品质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重测

信度为0.93;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

为0.71~0.76

程利[34] 临 床 实 习 护 生

对 医 院 关 怀 氛

围 感 知 量 表

(NSPCCH)

实习护生 无 自评 包含对临床带教教师给予患者关怀的感知、

对同伴之间关怀的感知、对临床带教教师给

予自己关怀的感知和科室其他医务人员给

予自己关怀的感知4个分量表共58个条

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感知

总量 表 及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8,0.97~0.93;内容效度指数为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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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基本特征

作者 工具名称
研发对象/

应用对象

理论

基础

测评

方式
量表内容 信效度

申正付等[35] 医学 生 人 文 关

怀 能 力 问 卷

(HCCMS)

在 校 医 学

生/在校护

生

Watson人性

关怀理论

自评 包含勇气、耐心、诚实、信任、希望、谦逊和利

他7个维度共42个条目,用来测评人文关

怀能力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重测

信度为0.85;分半信度为0.84

刘于皛[36] 护士 人 文 关 怀

品质量表(NC-

CAT)

护士/在校

护生

人 文 关 怀 与

心理学结合

自评 包含人文关怀感知、人文关怀能力、人文关

怀知识、人文关怀理念4个维度共29个条

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品质

总量 表 及 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3,0.71~0.85;内 容 效 度 指 数 为

0.99;分半信度为0.80

施芊妤[37] 人文 关 怀 能 力

问卷(HCAQ)

实习护生 仁学思想 自评 包含敏、惠、恭、信、宽5个维度共37个条

目,用来测评人文关怀能力

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6;重测

信度为0.99;内容效度指数为0.98

  注:关怀行为量表(Caring
 

Behaviors
 

Inventory,CBI),关怀能力量表(Caring
 

Ability
 

Inventory,CAI),关怀行为量表(Caring
 

Behavior
 

Checklist,CBC),组织关怀氛围

问卷(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Caring
 

Questionnaire,OCCQ),关怀效能量表(Caring
 

Efficacy
 

Scale,CES),关怀维度问卷(Caring
 

Dimensions
 

Inventory,CDI),同龄群体

关怀互动量表(Peer
 

Group
 

Caring
 

Interaction
 

Scale,PGCIS),关怀性护患反应量表(Caring
 

Nurse-Patient
 

Interactions
 

Scale,CNPI),护生对老师关怀感知问卷(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Instructor
 

Caring,NSPIC),管理关怀性评估量表(Caring
 

Assessment
 

Tool
 

administration,CAT-admin),关怀行为问卷(Caring
 

Behavior
 

Mea-

surement,CBM),知觉关怀行为量表(Perception
 

of
 

Caring
 

Behaviors,PCB),同伴关怀问卷(Peer
 

Caring
 

Measurement,PCM),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量表(Hu-

manistic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ssessment
 

Scale,HCANU),护士人文关怀品质问卷(Nursing
 

Caring
 

Characters
 

Questionnaire,NCCQ),临床实习护

生对医院关怀氛围感知量表(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Caring
 

Climate
 

in
 

Hospital,NSPCCH),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问卷(HumanCaring
 

Capacity
 

For
 

Medical
 

Students,HCCMS),护士人文关怀品质量表(Nursing
 

Caring
 

Characters
 

Assessment
 

Tool,NCCAT),人文关怀能力问卷(Humanistic
 

Care
 

Ability
 

Questionnaire,

HCAQ)。

3 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理论支撑需要进

一步加强
理论基础为工具的研制提供了框架,使工具的内

容和结构更具有科学性[42]。总结发现,多数测评工

具依据理论而研制[19-20,22-23,26-29,31-33,35-37],但部分工具

的理论基础薄弱[21,24-25,30,34]。基于 Watson人性关怀

理论研制的测评工具有8个[19,23,26-28,32-33,35]。近年

来,国内外学者对 Watson人性关怀理论广泛地使用

并不断地验证,已证实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该理论

能为护生人文关怀测评的研制提供成熟的理论框架。
其他理论包括 Mayeroff八大关怀要素[20]、Noddings
关怀教育理论[22]、Noddings关怀理论[31]及仁学思

想[37],以上测评工具的理论基础虽不同,但其本质仍

是人文关怀思想;部分工具[23,29,36]还将人文关怀理论

与管理学、心理学甚至是哲学的观点进行融合,这类

工具具有理论基础扎实、内容丰富全面的特点,其将

多学科理论与人文关怀理论结合的研制思路可为本

土化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研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其余测评工具缺乏理论指导[21,24-25,30,34],仅依据人文

关怀经验[24-25]、关怀文献哲学观点[21]或人文关怀文

献回顾[30,34]研制而成,科学性相对不足,未来需要进

行大样本的研究加以验证。综上,在研制护生人文关

怀工具时,应选择合适的理论,如 Watson人性关怀

理论、Mayeroff八大关怀要素、Noddings关怀教育理

论及关怀理论,也可结合仁学思想、哲学、心理学及管

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及观点,以提高所研制工具的科学

性及合理性。

4 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内容需全面化
护生测评工具的内容主要包括人文关怀行为、能

力、感知、品质。其中测评护生的人文关怀行为的工

具[19,21,26,29,31]涵盖了从护理专业知识、经验、支持等

基础性测评到沟通、共情、尊重、情感等更高层次的测

评,全面地考察了护生的人文关怀行为,未来研究对

护生的人文关怀行为进行测评时可考虑使用这类工

具。测评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工具[20,23,28,32,35,37]不仅

关注护生人文关怀的勇气、利他、信任等内在特质,还
重视护理行为和技能等外在表现,但其中部分工具测

评内容基于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制定[23],如直接将

其引入国内使用,可能会出现文化偏倚。有6个测评

工具主要评价护生对同伴、学校、教师、医院人文关怀

氛围的感知[22,24-25,27,30,34],同伴、学校、教师、医院营造

了良好的人文关怀氛围,将会提升护生的人文关怀行

为或能力。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护

理管理领域的人文关怀感知,未来研究可考虑研制护

生对护理管理者的人文关怀感知测评工具,从另一视

角为护生人文关怀感知的测评提供依据。用于测评

护生人文关怀品质的工具[33,36]内容包括护生人文关

怀知识、能力、感知和理念,其中刘于皛[36]研制的工

具包含案例情境式条目,使护生更能真实地表达自身

状态和体验,但该工具缺乏人文关怀行为的测评内

容,未来研究应考虑将人文关怀品质和行为进行结合

测量,从而使测评内容更全面。综上,未来研究仍需

研发测评内容更全面的护生人文关怀工具,以便更准

确地评估护生人文关怀水平,为护理教育改革和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5 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测评方式需要多

样化
多种测评方式相结合可弥补单一测评方式的不

足[43]。总结发现,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测评方式

分为自评(护生角度)[20,22-25,27,30,32-37]、他评(护生同伴

或带教老师角度)[21,29,31]和自评/他评相结合[19,26,28]3
种方式。自评能够揭示护生的主观想法,但在报告自

身情况时,出于对自我保护的本能,可能会产生一些

偏向性的回答,使得真实的想法和状态难以被准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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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存在主观判断的干扰[44-45]。他评更具客观性,但
可能会受到评估者的心理状态、社会地位、家庭环境、
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测评结果存在偏

差[46-47]。采用自评/他评相结合的方式能够弥补单一

测评方式的缺陷。综上,未来研制护生人文关怀测评

工具应将自评和他评方式相结合,从教师、同伴、患
者、护生本人等视角对护生的人文关怀水平展开多样

化测评,以免因单一测评方式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差。

6 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的信效度需要进一

步验证
信效度验证可以确保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

工具研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48-49]。总结发现,多
数测评工具研制过程严谨[25,28-31,35-36],其信效度较好。
但少部分工具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0.7[32],重
测信度<0.7[20],其信度较低,尚需进一步对该类工

具的信度进行验证。另有部分工具仅验证内容效

度[26-27,34,37],需要进一步对结构效度、校标效度进行

验证。部分英文版测量工具被汉化成中文版应用于

我国[19-20,22,24-25,28],其 中 中 文 版 CDI[24]、PGCIS[25]、
CAT-admin[28]这类测评工具信效度较好,可得到汉

化作者授权后借鉴使用。NCCAT[36]是根据我国文

化背景研制的护生人文关怀品质测评工具,信效度较

高,可科学准确地测评我国护生人文关怀水平,适于

在我国护理教育背景下推广应用。但近期学者新研

发的测评工具[37],尚缺乏数据验证其科学性,应在使

用时重新验证信效度,以确保工具的可靠性及适用

性。

7 小结
本研究对国内外护生人文关怀测评工具进行了

系统化分析,其中国外10个测评工具,中国9个测评

工具。其中CES、CNPI、NSPIC、中文版CAT-admin、
CBM、PCM、NCCQ、HCCMS、NCCAT可用来测评护

生的人文关怀,这部分工具依据理论研制,以自评或

他评的方式测评,并具有较为全面的信效度验证,建
议研究者可借鉴使用这类工具。CBC、CDI、PGCIS、
PCB、NSPCCH缺乏理论的指导,尚需大样本数据进

行验证;HCANU部分维度的信度较低,研究者使用

该工具时需重新检验信效度;HCAQ被运用的次数

有限,尚需未来的研究广泛运用。因此,未来的研究

应基于 Watson人性关怀理论、Mayeroff八大关怀要

素、Noddings关怀教育理论等成熟的理论,考虑测评

对象特点、设计全面的测评内容,并结合多种测评方

式研制出信效度良好且适用于我国护理高等教育的

人文关怀测评工具,以促进护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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