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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估护理师生对虚拟现实技术使用意愿并分析关键影响因素,为推广虚拟现实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便利选取222名临床护理教师和223名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人口学资料调查表、护理师生虚拟现实技术使用

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教师和护生虚拟现实技术使用意愿均分分别为(3.87±0.85)分和(3.90±0.53)分。
教师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是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促成因素(均P<0.05)。护生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是有用感、沉浸

感、便利条件、主观规范,计算机效能感通过沉浸感影响护生使用意愿(均P<0.05)。结论
 

护理师生对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意愿

仍有提升空间,其影响因素较多,应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个性化的技术操作体验,以提升其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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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doption
 

intention
 

of
 

nursing
 

educators
 

and
 

students
 

to
 

adopt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general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VR
 

in
 

nursing
 

edu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22
 

clinical
 

nursing
 

educators
 

and
 

223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
pling.

 

Then
 

the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socio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s,
 

and
 

self-designed
 

VR
 

technology
 

adoption
 

inten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questionnaires
 

for
 

educators
 

and
 

students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mean
 

scores
 

of
 

VR
 

technology
 

adop-
tion

 

intention
 

among
 

nursing
 

educators
 

and
 

students
 

were
 

(3.87±0.85)
 

and
 

(3.90±0.53),
 

respectivel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educators'
 

adoption
 

intention
 

included
 

performance
 

expectancy,
 

effort
 

expectancy,
 

social
 

influence,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ll
 

P<0.05).
 

For
 

nursing
 

studen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d
 

perceived
 

usefulness,
 

immersion
 

experience,
 

facilitating
 

condi-
tions,

 

and
 

subjective
 

norms,
 

with
 

computer
 

self-efficacy
 

exerting
 

an
 

indirect
 

influence
 

through
 

immersion
 

experience
 

(all
 

P<
0.05).

 

Conclusion
 

There
 

remains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nursing
 

educators
 

and
 

students'
 

intention
 

to
 

adopt
 

VR
 

technology,
 

and
 

the
 

intention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personalized
 

technology
 

experiences
 

tailored
 

to
 

different
 

user
 

group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adoptio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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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人才培养,工业信息

化部等国家五部门联合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

合发展行动计划》[1],明确提出建设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课堂,推进 VR教学升级。护理教育作

为临床实践密集型领域,面临实习资源紧张、高风险

操作训练受限等现实挑战,成为VR技术应用的重点

领域[2]。VR通过模拟真实临床情境,不仅能提供安

全可控的技能训练环境,还可通过情景化教学设计提

升护生复杂病例处置能力,为其临床角色过渡奠定基

础[3]。然而,VR技术教育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师生

双方的技术接受度。教师作为教学主导者[4],其技术

使用行为受资源支持、课程兼容性等外部因素影

响[5];而学生作为直接体验者,其接受意愿更多取决

于技术易用感和沉浸式体验质量[6]。当前护理教育

领域针对VR使用的研究多聚焦单一群体[7-8],未能

揭示师生双方视角下VR接受意愿的差异化机制,导
致技术推广策略针对性不足。鉴此,本研究针对护理

师生分别应用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模
型(涵盖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和促成条件四

大核心变量,能够系统性分析教师在组织环境中VR
技术接受和使用意愿的外部驱动机制)[9]和技术接受

模型3(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3,TAM3)(包
含计算机效能感、仿真度感知、学习者交互性、主观规

范、便利条件等前因变量,以及技术有用感、易用感等

核心变量,探讨用户对于技术的感受如何影响其接受

意愿)[10]进行使用意愿探索,通过解析两类群体技术

接受机制的异质性,为设计 VR教学方案提供参考,
助力国家VR教育战略精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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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4年2-3月,以方便抽样法选取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临床护理教师

和湖北中医药大学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教师纳

入标准:①临床护理带教老师;②自愿参与本研究。
护生纳入标准:①本科在读护生;②自愿参与本研

究。根据 构 建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须 达 到200的 样 本

量[11]。调查临床护理教师222人,其中女209人,
男13人;年龄26~54(34.14±10.58)岁。学历:本
科及以下133人,硕士及以上89人。工作年限:<5
年54人,5~<15年99人,15~30年49人,>30
年20人。接触过 VR技术138人。调查本科护生

223人,其中女179人,男44人。年级分布:大一47
人,大二43人,大三31人,大四102人。接触过VR
技术91人。本研究经湖北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

审核同意(2024011)。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社会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由研

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年级(针对护

生)、工作年限(针对教师)、是否接触过 VR技术等。
②护理教师VR技术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在陆丹丹等[12]针对医学教师设计的VR使用意愿影

响因素问卷的基础上,为提高问题清晰度并更贴合本

研究的目标群体,对部分条目的提问方式和措辞进行

修改。问卷包含绩效期望(11个题项)、努力期望(4
个题项)、社群影响(6个题项)、促成因素(7个题项)
以及使用意愿(4个题项)5个部分共32个题项。采

用Likert
 

5级计分法,“完全不同意”=1分,“完全同

意”=5分。本研究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4,5个 部 分 的 Cronbach's
 

α系 数 为0.883~
0.954。③护生VR技术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问

卷。在郑玲[13]设计的VR实验环境中学习者使用意

向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考虑到VR设备可能

出现晕屏症,本研究增加晕屏感,该部分条目试题改

编自张为忠[14]的临场感与晕屏症量表。护生问卷包

含计算机效能感(4个题项)、仿真度感知(4个题项)、
学习者交互性(4个题项)、主观规范(3个题项)、便利

条件(5个题项)、有用感(4个题项)、易用感(3个题

项)、沉浸感(4个题项)、晕屏感(4个题项)及使用意

愿(3个题项)10个部分共38个题项。采用Likert
 

5
级计分法,“完全不同意”=1分,“完全同意”=5分,
其中晕屏症感知的题项为反向计分。本研究中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0.935,10个部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9~0.893。
1.2.2 调查方法 ①预调查。2024年1月采取便

利抽样的方式,对同一医院及医学院校的临床护理教

师和护生各30名进行预调查。调查过程中记录受试

者对于问题的反馈,用于完善问卷。本环节未做修

改。②正式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分别收回临床护

理教师和护生调查问卷各225份。剔除回答时间低

于30
 

s的问卷,教师回收222份、护生回收223份,问
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8.67%和99.11%。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描

述、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采用

Mplus8.3软件进行路径分析,探讨护理师生VR使用

意愿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临床护理教师及护生VR技术使用意愿及影响

因素评分 见表1。
表1 临床护理教师及护生VR技术使用

意愿及影响因素评分

对象 人数 项目 评分(x±s)
护理教师 222  使用意愿 3.87±0.85

 促成因素 3.57±0.88
 社群影响 3.79±0.92
 努力期望 3.54±0.89
 绩效期望 3.76±0.83

护生 223  使用意愿 3.90±0.53
 计算机效能感 3.66±0.54
 仿真度感知 4.10±0.48
 学习者交互性 4.08±0.51
 主观规范 3.92±0.52
 便利条件 4.08±0.48
 沉浸感 3.76±0.58
 易用感 3.38±0.66
 有用感 3.83±0.54
 晕屏感 2.71±0.73

2.2 护理师生VR技术使用意愿与各影响因素的相

关性分析 经正态检验,师生VR使用意愿评分及各

影响因素评分均呈近似正态分布,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2、表3。
表2 护理教师VR使用意愿与各影响

因素的相关系数(n=222)

项目 绩效期望 努力期望 社群影响 促成因素

努力期望 0.503* 1.000
社群影响 0.576* 0.582* 1.000
促成因素 0.538* 0.539* 0.545* 1.000
使用意愿 0.575* 0.537* 0.591* 0.581*

  注:*P<0.05。

2.3 护理师生VR技术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护理教师VR使用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以技

术接受与使用统一模型为理论指导,将使用意愿作为

因变量,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以及促成因素

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VIF为1.722~
1.900,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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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护生VR使用意愿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n=223)

项目 计算机效能感 仿真度感知 学习者交互性 主观规范 便利条件 沉浸感 晕屏感 易用感 有用感

仿真度感知 0.307* 1.000
学习者交互性 0.239* 0.622* 1.000
主观规范 0.476* 0.512* 0.486* 1.000
便利条件 0.373* 0.583* 0.622* 0.569* 1.000
沉浸感 0.493* 0.265* 0.291* 0.554* 0.415* 1.000
晕屏感 0.056 -0.073 -0.089 -0.055 -0.092 0.026 1.000
易用感 0.440* 0.078* 0.066* 0.364* 0.153* 0.560* 0.018* 1.000
有用感 0.418* 0.290* 0.298* 0.500* 0.459* 0.595* -0.026* 0.405* 1.000
使用意愿 0.413* 0.437* 0.353* 0.606* 0.575* 0.565* -0.056* 0.356* 0.585*

  注:*P<0.05。

表4 护理教师VR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多重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n=223)

项目 β SE β' t P
常量  3.133 0.865 3.623 <0.001
绩效期望 0.086 0.024 0.231 3.651 <0.001
努力期望 0.144 0.061 0.150 2.370 <0.05
社群影响 0.146 0.041 0.236 3.560 <0.001
促成因素 0.137 0.035 0.247 3.919 <0.001

  注:R2=0.497,调整R2=0.487;F=53.549,P<0.05。

2.3.2 护生VR技术使用意愿模型构建及影响因素

分析 沿用 TAM3模型的中介变量有用感和易用

感,结合郑玲[13]提出的沉浸感,本研究将有用感、易
用感和沉浸感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护生 VR技术使

用意愿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算法,最终模型拟合结

果显示:χ2/df=1.307,TLI=0.927,CFI=0.918,
RMSEA=0.043,SRMR=0.064,表明该模型拟合

良好。路径分析显示,直接影响使用意愿的因素由

大到小依次是有用感、主观规范、沉浸感和便利条件

(均P<0.001),见图1。中介效应检验采取Boot-
strap抽样法,经过5

 

000次重复抽样,采取95%CI
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在便利条件和使

用意愿的关系上,有用感存在中介效应;在计算机效

能感、主观规范和使用意愿的关系上,沉浸感存在中

介效应。

图1 护生VR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图

表5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及其效应量

路径 效应 β 95%CI
便利条件→有用 总效应 0.404 0.333~0.474
感→使用意愿 直接效应 0.233 0.156~0.309

间接效应 0.171 0.159~0.357
计算机效能感→ 总效应 0.148 0.059~0.236
沉浸感→使用意愿 直接效应 0.073 -0.016~0.161

间接效应 0.075 0.040~0.185
主观规范→沉浸 总效应 0.525 0.402~0.648
感→使用意愿 直接效应 0.367 0.236~0.498

间接效应 0.158 0.069~0.251

3 讨论

3.1 护理教师和护生VR使用意愿分析 本研究结

果显示,护理教师的VR使用意愿得分稍低于医学教

师的调查结果[15]。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护理教育中

VR技术的应用场景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基本技能

训练和心肺复苏等固有场景,而医学教育的资源丰

富、应用 场 景 广 泛,因 此 医 学 教 师 的 使 用 意 愿 更

高[16-17]。提示临床护理教师需要提供更多临床案例

和训练素材,协助相关平台构建丰富的模拟场景,以
扩大VR技术的应用范围。同时,本研究中教师 VR
使用意愿略低于护生,可能是由于使用目的存在区

别,教师更多关注于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而护生会

更注重体验的趣味性。Jallad等[18]研究护生在解剖

课上使用VR的意愿低于本次调查,可能是因为本研

究关注 于 临 床 教 学 体 验,实 践 性 更 强、风 险 性 更

高[19-20],相比解剖等基础课程更吸引学生兴趣。这提

示教师如果采取VR技术,应选择合适的临床课程内

容,而不是直接在所有课程中铺开。综上,可以发现

VR使用意愿的差异可能源于使用者对技术价值的认

知差异,因此有必要基于技术接受理论,从 VR被接

受的关键因素进行探索。
3.2 护理师生VR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

3.2.1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和促成因素正

向影响护理教师VR使用意愿 本研究发现,护理教

师的VR使用意愿受到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

响和促成因素的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教师对

·17·护理学杂志2025年5月第40卷第10期



VR技术在教学中的益处感知越强(绩效期望越高),
其使用意愿越强,这与既往研究结果[21-22]一致。此

外,教师认为 VR技术越容易使用(努力期望越高),
其使用意愿也越强,这与 Wang等[23]的调查结果类

似。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VR教学软件的交互性和

操作友好性不断提升,这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绩效期

望和努力期望。然而,针对 VR技术可能存在的障

碍,教学医院和高校之间需要加强技术交流与资源共

享,并与开发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技术开发、教
学内容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促成因素也对护理教师的 VR使用意愿有显著

影响。当教师在使用 VR技术时能够获得及时的线

上支持(如助教或客服),其使用意愿会显著增强,与
既往研究结果[24-25]类似。此外,社群影响(即亲朋好

友对新兴技术的推荐)也会显著提升教师的使用意

愿,这与陈川等[26]针对教师使用智慧教室意向的调查

结果一致。表明无论是通过物质支持还是社会鼓励,
支持程度都是教师使用 VR技术的关键因素。随着

信息化和智能教育的不断发展,VR技术不仅在教学

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临床实践中也逐渐普及。各级教

育部门提供的财务与政策支持,将进一步促进VR技

术在教育环境中的应用。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促
成因素的驱动力将持续上升,从而增强护理教师使用

VR技术的意愿。
3.2.2 有用感、沉浸感、便利条件、主观规范和计算

机效能感正向影响护生VR使用意愿 本研究发现,
护生的VR使用意愿主要受有用感、沉浸感、便利条

件和主观规范正向影响。TAM3模型注重从用户个

体出发,探讨对于技术的感受如何影响其接受意愿,
其核心变量之一是技术的有用感。与既往研究结

果[27-28]类似,护生对 VR技术的有用感越强,使用意

愿越高。路径分析显示,有用感不仅直接影响使用意

愿,还作为便利条件的中介变量影响护生使用意愿。
当护生认为使用VR技术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便利

条件高)时,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该技术能提升学习效

率和效果,进而增强其有用感,最终提高使用意愿。
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制订学习计划,与护生协作观察

VR使用效率,帮助护生体验VR的便利性和有用感。
其次,VR技术能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越好(沉浸

感越高),护生的使用意愿也越强。路径分析显示主

观规范(即同学朋友对 VR技术的推荐)通过沉浸感

间接影响护生的使用意愿。当护生周围的同学朋友

都在推荐 VR技术时,他们更相信自己能够沉浸于

VR技术中,从而提高使用意愿。同时,计算机效能感

(即护生对自身使用VR完成学习任务的计算机能力

的判断)也可以通过沉浸感间接影响使用意愿。当护

生对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持肯定态度时,他们更相信

自己能够沉浸于VR技术中,从而提高使用意愿。因

此,在使用VR进行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培养护生的

自我效能感,逐步增加技术操作的难度。此外,技术

的易用感对护生的使用意愿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

为大学生对新技术的接受度较高,且对自身的技术操

作能力较为自信。因此,面向护生的VR技术平台应

重点关注技术和内容的提升,界面设计应尽量简明高

效,减少冗杂的引导和说明。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理论发现,护理教师和护生

的VR使用意愿仍有提升空间。本研究结果发现,提
高护理教师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和促成

因素可以显著提升其VR使用意愿;护生的VR使用

意愿主要受有用感、沉浸感、便利条件、主观规范的正

向影响,同时,便利条件可通过增强有用感间接提升

护生使用意愿,计算机效能感和主观规范可通过沉浸

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使用意愿。这些发现为教学

医院和高校提高护理师生对 VR技术的接受度提供

了参考,也为进一步推广这一创新技术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仅纳入了1所医院的护理临床带教老师和1
所高校的护生,样本量有限,研究结果的推广受到限

制。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覆盖多个区域,并结

合定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每个变量背后的机制。此

外,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跟踪同一组参与

者内部的变化,以增强对护理师生使用VR技术行为

发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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