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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的复杂关系网络,识别关键节点,为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老年护理态度与择

业动机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护理本科生806名,采用中文版 Kogan老年态度量表、护生老年护理择业动机问卷进行调查。
利用R4.3.0软件评估网络结构、节点中心性和结果稳健性。结果

 

护理本科生的老年护理态度得分为(149.97±16.22)分,老年

护理择业动机得分为(68.80±10.50)分。网络分析显示,护理本科生消极态度与代价之间关系最密切(r=0.431),其次是积极态

度与兴趣(r=0.214);重要性的中心性指标强度最大(Str=1.268),兴趣的中介性(Bet=1.998)和接近性(Clo=1.696)均最大。
结论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较积极,择业动机处于中等水平。其消极态度与代价、积极态度与兴趣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重要性和兴趣是该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护理教育者应从重要性和兴趣角度出发,改善护理本科生对老年护理的择业动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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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etwork
 

between
 

attitudes
 

toward
 

older
 

people
 

and
 

career
 

choice
 

motiv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
 

key
 

nod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king
 

more
 

precise
 

and
 

effective
 

interven-
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806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Kogan's
 

Attitude
 

to-
ward

 

Older
 

People
 

Scale
 

and
 

the
 

Nursing
 

Students'
 

Motivation
 

to
 

Choose
 

a
 

Career
 

in
 

Elderly
 

Nursing
 

Questionnaire.
 

The
 

network
 

structure,
 

node
 

central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were
 

assessed
 

with
 

R4.3.0.
 

Results
 

The
 

sample
 

scored
 

(149.97±16.22)
for

 

attitude
 

toward
 

older
 

people
 

and
 

(68.80±10.50)
 

for
 

motivation
 

to
 

choose
 

a
 

career
 

in
 

elderly
 

nursing.
 

Network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rong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attitude
 

and
 

cost
 

(r=0.431)
 

was
 

identified,
 

followed
 

by
 

positive
 

attitude
 

and
 

in-
terest

 

(r=0.214);
 

importance
 

presented
 

the
 

highest
 

degreece
 

ntrality
 

(Str=1.268),
 

and
 

interest
 

had
 

the
 

greatest
 

betweenness
 

centrality
 

(Bet=1.998)
 

and
 

closeness
 

centrality
 

(Clo=1.696).
 

Conclusio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report
 

relatively
 

posi-
tive

 

attitudes
 

toward
 

older
 

people
 

and
 

moderate
 

motivation
 

to
 

choose
 

a
 

career
 

in
 

elderly
 

care.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negative
 

attitude
 

and
 

cost,
 

positive
 

attitude
 

and
 

interest
 

are
 

found.
 

Importance
 

and
 

interest
 

are
 

the
 

core
 

nodes
 

in
 

thi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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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国60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高达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

口占15.4%[1]。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使得

空巢老人、失能及半失能老人的数量正急剧增长,同
时高龄老人比例也迅速攀升,这一系列变化共同导

致了老年照护服务的需求激增[2]。为了积极应对这

一挑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意见》[3]中明确指出,要优化老年健康服

务、完善养老照护服务以推动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
护理本科生作为未来老年护理服务的后备力量,他
们对老年人的态度会影响其是否愿意投身老年护理

行业[4]。研究显示,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是其

择业动机的正向预测因素[5]。然而,既往研究仅关

注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之间的关系,忽略了不

同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各维度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作用,难以真正把握变量间的核心要素以有效提

升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6]。网络分析作为一种

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的新型统计方法,可通过构建

网络图可视化变量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7],并辨

别出网络中更为核心或更为重要的变量,从而寻找

出干预的核心靶点。因此,本研究拟以护理本科生

为研究对象,基于网络分析模型分析护理本科生老

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之间的关系网络,识别关键

节点,为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

态度与择业动机的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6月10-16
日选取我校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18岁;②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①因各种原因被迫休学或退学;②有精神病史

或当前精神状况异常者。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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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α/2σ/δ)2,参考既往研究中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

度得分(118.51±12.23)分[8],α 取0.05,σ=12.23,
假设δ不超过1,计算n=575,考虑10%的无效率,最
终确定样本量至少为639。此次调查在护理本科生

知情同意下进行,并已通过我校伦理委员会审批

(2023027)。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参考相关文献

编制,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居住地(农村/城镇)、是
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学习过老年护理学或老年学相关

课程。
1.2.1.2 中文版 Kogan老年态度量表(Kogan's

 

At-
titude

 

toward
 

Older
 

People
 

Scale,KAOP) 由

Kogan[9]编制,Yen等[10]汉化,以评估护理本科生对

老年护理的态度。该量表包括积极(17个条目)和
消极(17个条目)2个分量表,共34个条目。各条目

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分别赋1~7分。积极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对老

年护理的态度越积极;消极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对

老年护理的态度越消极。消极分量表反向计分转化

后与积极分量表得分相加即为量表总分,范围为

34~238分,>136分表示态度正向,得分越高,代
表护理本科生对老年人的态度越积极[9]。中文版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内容效度为0.92。
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
1.2.1.3 护生老年护理择业动机问卷 由程敏

等[11]于2014年研制,以衡量护理本科生选择老年护

理的动机水平。该量表包括期望问卷(6个条目)和
价值问卷(14个条目)两部分,共20个条目。其中价

值问卷又包括兴趣、实用性、重要性和代价4个维度。
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分别赋1~5分,代价维度得分越高代表

所预期的价值越低。将其反向计分后与其他维度相

加即为量表总分。期望、价值问卷及择业动机总分范

围分别是6~30、14~70和20~100分。分值越高代

表护理本科生对老年护理所赋予的价值和期望也越

高,选择老年护理职业的动机更为强烈。期望与价值

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0.83和0.87。本研

究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期望和价值

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4和0.910。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匿名调查形式,通过

微信和QQ平台将问卷二维码分享给学生,并介绍研

究目的、意义和问卷填写细则。限制每个手机号只能

提交1次问卷,以避免重复填写。同时,所有问卷题

目设置为必答以确保填写的完整性。问卷回收后,由
2名研究者对后台导出的问卷数据进行逐一评估和

检查,剔除明显规律作答或作答时间过短(每个条目

平均作答时间少于2
 

s[12])的问卷。本研究共回收问

卷806份,均为有效问卷。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R4.3.0版本进行网络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

态分布以(x±s)进行描述。网络分析方法:首先,利
用R-package

 

qgraph,通过EBICgloss函数和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构建网络分析模型。网络中的节点代表

老年态度量表和护生老年护理择业动机问卷的维

度。节点之间的连线,即边线,其粗细程度象征了节

点间关联的强度。其次,评估网络分析最常见的3
个中心性指标:强度(Strength

 

Centrality,
 

Str)、接近

中心 性(Closeness
 

Centrality,
 

Clo)和 中 介 中 心 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Bet)。强度度量节点在网

络中与其他节点连接的加权值总和,代表其在网络

中的核心地位;接近中心性衡量节点与网络中其他

节点的接近程度,反映节点的近邻价值;中介中心性

是描述2个节点之前的最短路径,揭示其在网络中

的桥梁作用。此外,使用R-package
 

bootnet,通过非

参数的Bootstrap算法估计边线权重的95%置信区

间,所得置信区间越窄,说明边线权重的估计越精

确[13];并计算相关稳定性系数(Correlation
 

Stability
 

Coefficient,
 

CS-C)以量化强度、接近性和中介性这

些中心性指标的稳定性。通常认为CS-C值不应低

于0.25,而超过0.50则被视为更可靠的标准[14]。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806名护理本科生中,男
121名,女685名;年龄18~26(20.56±0.99)岁;大
一40名,大二385名,大三375名,大四6名;独生子

女296名,非独生子女510名;城镇241名,农村565
名;其中有532名学习过老年护理学或老年学相关课

程。
2.2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评分 见

表1。
表1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

择业动机评分(n=806)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老年护理态度 149.97±16.22 4.41±0.48
 消极态度 57.63±14.55 3.39±0.86
 积极态度 71.60±10.75 4.21±0.63
老年护理择业动机 68.80±10.50 3.44±0.53
 兴趣 11.06±2.05 3.68±0.68
 实用性 10.62±2.15 3.54±0.72
 重要性 17.08±3.46 3.42±0.69
 代价 8.72±2.57 2.91±0.86
 期望 20.76±4.25 3.46±0.71

2.3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的网络分

析 结果见图1。在老年护理择业动机的5个维度

间,连线权重最强的是实用性与重要性(0.442),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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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性与期望(0.314)、实用性与兴趣(0.311),均
呈正相关。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间连线权重最

强的是消极态度和代价(0.431),其次是积极态度和

兴趣(0.214)、积极态度和期望(0.151),均呈正相关;
消极态度则与兴趣呈负相关(0.124)。

图1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的网络分析

2.4 节点中心性指标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

择业动机中心性指标的标准化估计值,见图2。
 

重要

性和兴趣的强度最大,Str值分别是1.268和1.201,
即最容易对其他节点产生影响。兴趣和消极的中介

中心性最强,Bet值分别是1.998和0.703,这表明兴

趣和消极对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调节能力最强;兴趣和

实用性的接近中心性最强,Clo值分别是1.696和

0.502,这体现了节点的可达性,即它在网络中的“接
近”程度最高。对网络中心化测量指标的稳定性检验

结果显示,节点强度、中介性和接近性的CS-C系数分

别为0.749、0.439和0.672,表明该网络的节点中心

性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图2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中心性

指标的标准化估计值

2.5 边缘准确值 通过非参数Bootstrap对边线权

重的准确性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网络中边线权重的

95%CI 较窄,说明本研究中估计的边线权重精确性

较好。

2.6 桥中心性 该网络的桥中心性指标显示,消极

态度(Bridge
 

Strength=0.627)是桥梁强度最强的节

点,其次是积极(Bridge
 

Strength=0.478)和代价

(Bridge
 

Strength=0.431)。

3 讨论

3.1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较积极,择业动机处

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护理态度得分为

(149.97±16.22)分,高于中间值(136分)[9],表明护

理本科生对老年人的护理态度总体偏积极,但仍有一

定的提升空间,与既往研究结果[15]类似。这可能与

本研究中66.00%护理本科生学习过老年护理学或

老年学相关课程有关。课程的学习丰富了护理本科

生的老化相关知识,促使其重新审视并纠正对老年人

的偏见,从而树立正确的老年护理观念,这对于培养

他们对老年群体的积极态度至关重要[16]。老年护理

择业动机得分为(68.80±10.50)分,处于中等水平,
表明护理本科生对于毕业后从事老年护理相关工作

有较积极的倾向,但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与文敏

等[17]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该结果可用计划行为理

论[18]解释,个体对某一行为的积极态度会增强其行

为意向,进而促进实际行为的发生。本研究的调查对

象在老年护理态度和择业动机方面均偏正向,但与国

家卫健委提出的老年护理和长期照护服务要求[19]仍

有一定差距。面对老龄化加剧带来的迫切需求[2],护
理本科生的老年护理态度和择业动机仍有提升和优

化的空间,这可能与护理本科生对老年群体存在刻板

印象和对社会层面老化知识认知不足有关[20]。因

此,护理教育者应着重提高学生对老化知识的认知,
塑造其对老年护理的积极态度,吸引更多学生选择老

年护理作为职业道路。
3.2 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的网络分

析

3.2.1 消极态度与代价、积极态度与兴趣之间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 本研究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护

理本科生的老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之间的更深层

次、更精准化的联系。研究结果显示,消极态度与代

价的相关性最高。Eccles[21]的期望-价值理论认为,
代价是指个体在参与特定任务时所预期的消极后果,
属于价值的关键一部分,主要包括焦虑、对失败的担

忧、成功需要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追求某个目标而放

弃的其他机会等。由于社会广泛存在的对老年人的

刻板印象和负面看法,学生普遍认为老年护理缺乏技

术深度,并且在工作机会和未来职业发展上受限[22],
这种消极观念可能会增加护理本科生感知到的择业

代价,从而影响他们的择业动机。这提示创造机会让

护理本科生与老年人互动以转变消极态度是十分重

要的,同时需要增强社会对该职业的认同感,保障有

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以提升老年护理职业吸引力。
此外,积极态度与兴趣之间也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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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研究表明,对老年人和患者的积极态度与更大的职

业兴趣偏好之间存在联系[23],进而激发老年护理择

业动机。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护理教育者应致力于

培养护理本科生的积极态度,激发其对老年护理领域

的兴趣,以此提高学生选择老年护理作为职业道路的

动机。
3.2.2 重要性与其他节点关联最为密切,兴趣与其

他节点的间接连接程度和对其他节点的调节能力最

强 消极态度是联系整个网络模型的重要桥梁症状。
本研究显示,在中心性指标中,重要性在所有节点中

的强度最高,这反映出重要性与网络内的其他节点关

联最为密切。因此,重要性的增强最有可能借助与其

他节点的联系,将积极效应扩散至整个网络。而个人

判断某项活动重要性的依据涉及多方面的满足,如社

会需求、成就感和权力感等[24]。例如,在老年护理课

程中融入专业特色的思政元素,包括分析我国老龄化

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老年照护服务的需求等,有助

于提升学生对老年护理行业的重要性认知[25],从而

改善护理本科生的老年护理态度和兴趣等。此外,兴
趣在整个网络的中介性和接近性均最大,表明兴趣与

其他节点的间接连接程度和对其他节点的调节能力

最强。个人兴趣在职业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

仅影响着个人的能力发展,还与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密

切相关。同时,兴趣可以激发个人对特定领域的探索

欲望,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学习[26],从而改善其对老年

护理职业的认知和态度。因此,护理教育者可以通过

多种教学策略来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如案例教

学、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27]。再者,消极态度作为

重要的桥梁症状具有较强中介中心性,
 

表明其在老

年护理态度与择业动机的相互联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可能由于消极的老年护理态度可导致护理本科生

对老年护理缺乏兴趣和关注,进而低估老年职业的重

要性和实用性,从而不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28]。
因此,为了激发护理本科生对养老事业的热情,并提

升老年照护工作动机,护理教育者不仅应致力于提升

护理本科生对老龄化相关知识的理解,还应提倡在老

年护理教育中增加有意义的临床实践经验,以引导学

生更深入地理解老年人[22],从而扭转学生对老年人

的消极态度和认知,以提升其对老年护理的择业动

机。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探究护理本科生老年护理

态度与择业动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挖掘出影响护理

本科生择业动机的核心要素,为促进他们在老年护理

领域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可行的依据。该网络分析显

示,消极态度与代价、积极态度与兴趣之间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此外,重要性和兴趣是该网络中的核心节

点。通过提升学生对老年护理行业的重要性认知和

兴趣,进而改善其对老年护理的择业动机和态度,可
为老年护理领域培养更多合格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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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体验的质性研究

蔡悦1,2,王颖1,崔梦影1,2,张昕悦1,2,周苏2

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体验,为提高护理研究生培养质量、搭建和谐导学互动关系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描述性质

性研究方法,对15名护理研究生导师、11名护理研究生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访谈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共提

炼出2个主题,5个亚主题,分别为导学互动现状(总体和谐,导学隔阂待弥合),导学互动影响因素(个体能力及精力投入,导学期

望一致性,外部条件调节)。结论
 

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现状较好,但仍需从提升个体能力、达成期望共识、改善外界环境等方面着

手,形成更加亲密的导学共同体。
关键词:护理研究生; 研究生导师; 导学互动; 质性研究; 影响因素; 研究生教育;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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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of
 

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interaction
 

with
 

their
 

superviso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nursing
 

education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tudent-supervisor
 

relationship.
 

Methods
 

A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nursing
 

super-
visors

 

and
 

11
 

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by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wo
 

themes
 

and
 

five
 

sub-themes
 

were
 

extracted:status
 

of
 

student-supervisor
 

interaction
 

(generally
 

harmonious,
 

student-supervisor
 

gap
 

should
 

be
 

bridge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dividual's
 

ability
 

and
 

effort
 

investment,
 

consistency
 

of
 

expectations,
 

and
 

external
 

condi-
tions).

 

Conclusion
 

Student-supervisor
 

interaction
 

is
 

relatively
 

satisfactory,
 

bu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by
 

enhancing
 

individual's
 

ability,
 

reaching
 

consensus
 

on
 

expect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o
 

as
 

to
 

form
 

a
 

closer
 

student-supervisor
 

community.
Keywords:graduate

 

nursing
 

student; master's
 

supervisor; student-supervisor
 

interac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fluencing
 

factors; graduate
 

education; nursing
 

education

作者单位: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护理部

(湖北
 

武汉,
 

430030);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

通信作者:王颖,752460170@qq.com
蔡悦:女,硕士在读,学生,1206829633@qq.com
科研项目:华中科技大学2021年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MS020)
收稿:2024 09 12;修回:2024 11 25

  研究生培养质量在促进护理高质量发展、持续增

强护理发展动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目

前,研究生培养制度中,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其与研

究生的互动对于提高护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意义不

言而喻[2]。《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

人职责的意见》[3]和《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

革发展的意见》[2]等政策文件也连续指出导师应加强

与研究生的交流与沟通,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
导学互动即导师与研究生交流互动,指导师与研究生

在教育教学、科研指导和日常交往等活动中彼此联

系、相互作用、施加影响的过程[4],其研究维度常有互

动频率、方式、内容、反馈、类型等,现有研究场所多为

师范类高校,故研究人群多集中于人文社科专业,涉
及医学专业较少,针对护理研究生的研究更为缺

乏[5-7]。本研究旨在对护理研究生导学互动体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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