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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名护理本科新生人文关怀能力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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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 166 名本科护理新生人文关怀能力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关怀能

力量表 (CAI) 对 166 名本科护理新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新生 CAI 得分为（195.08±20.32）分 , 低于国外常

模 (P<0.001)，但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P<0.01)。主要影响因素根据重要性不同，依次为朋友、老师的关爱、自身

健康状况、学校人文关怀气氛、担任班干、父亲关爱和专业喜爱。结论  本科护理新生的人文关怀能力仍有不足，

各维度发展不平衡，应针对护生不同情况采取措施提升其人文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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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of 166 Undergraduate 
Nursing Freshmen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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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aring ability of the new undergraduates in 
Hainan province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166 nursing freshmen were investigated by a 
self-designed social-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and the Caring Ability Inventory (CAI).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CAI was 195.08±20.32,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foreign norm(P<0.001), but higher than domestic 
norm(P<0.01).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ir importance, were friends’care, teachers’ care, 
self-health, humanistic caring atmosphere in school, as a class cadres, father’s care and passion for specialty. 
conclusion  The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freshmen wa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mensions was unbalanc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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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加快推进

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作出系统部署，并提出培养新时代“五术”医学人

才 [1]。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聚焦护理“人

文关怀”成为时代发展和护理学本质属性的必然

要求，人文关怀在医疗护理界的重要性也被提到了

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本科护生的培养是护理人才

质量的根本。然而，尽管我国学者对本、专科护生

的人文关怀能力均有过调查，却缺乏对护理新生的

人文关怀能力基础水平分析，而按照“人才培养连

续接续全面展开”的范式，我们应该重视护生人文

关怀基线数据的搜集和利用。因此，本研究意在调

查护理本科新生的关怀能力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

期为后续本科、研究生学习甚至职业教育个性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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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文关怀品质提供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选取海南省某高校护理专业全

日制刚入校本科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166 人。

其中男 21 人，女 145 人。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表在文献查阅 [2-5] 后设计，

内容包括 6 个方面：不同个人情况，如性别、民族、

是否独生、年级、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等；不同家庭

情况，如居住地、经济、家人健康状况、父母教育、

职业、与父母关系等；不同专业情况，如生源性质、

选护理专业的原因、对护理的喜爱程度、从事护理

的意愿等；不同关怀氛围，如学校关怀以及老师、朋

友、家庭、父母关爱等；不同照护经历及关怀学习，

如有无住院经历、有无照护病患经历、接受关怀培

训等。

（2）关怀能力评价量表（CAI）采用 Nkongho 教

授 [6] 研制，经许娟 [7] 汉化的版本。马语莲等 [8] 的研

究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共 37 个条目，Likert 

7 级评分制，“完全同意”为 7 分，“完全反对”为 1 分，

13 个 反 向 计 分 条 目 为：4、8、11、12、13、14、15、16、

23、25、28、29、32。分为理解维度（14 条，14-98 分）、

勇气维度（13 条，13-91 分）、耐心维度（10 条，10-70

分）。总计 37-259 分，得分越高提示关怀能力越强。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将一般情况调查表和关怀能力评价量表制成

电子版，在网络平台发放，并告知调查对象研究目

的及填写要求，以确保知情同意。被调查者独立完

成问卷后提交。共回收有效问卷 166 份。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录入并分析。计

量、计数资料统计描述分别采用均数、标准差和人

数。单因素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

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护

理新生关怀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新生关怀能力得分情况

总量表的 CAI 平均分为（195.08±20.32）分。

为了便于比较各维度得分情况，计算出各维度的

条 目 均 分。 表 1 显 示，本 科 护 理 新 生 在 理 解、耐

心维度条目均分都大于 4.5 分，其中耐心维度最

高（6.05±0.61）分，勇气维度最低（4.39±1.12）分。

该结果与陈瑜、路梦新等 [4,8,9] 许多研究中测得的结

果一致。与 NKongho 教授 [6] 制定的常模比较，均

低于国外平均水平（P<0.001）；与陈瑜 [9] 制定的护

理专业大学生国内常模比较，勇气维度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 CAI 总分及理解、耐心维度得分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   新生关怀能力单因素分析

表 1   护理本科新生关怀能力评分比较（ ±s，分）

得分范围 条目平均分 平均分 (n=166) 国外常模 (n=1388) 国内常模 (n=8547) 与国外常模比较 (t 值 ) 与国内常模比较 (t 值 )

总量表 146~247 5.27±0.55 195.0820.32 211.58±23.32 191.04±19.49 8.7279*** 2.6430**

理解 48~98 5.54±0.78 77.52±10.91 80.22±7.56 73.22±9.82 4.1182*** 5.5754***

勇气 13~91 4.39±1.12 57.11±14.56 68.25±11.57　 59.31±10.43 11.3763*** 2.6678**

耐心 40~70 6.05±0.61 60.45±6.07 63.11±4.19 58.51±6.17 7.3148*** 4.0135***

注：*P<0.05，**P<0.01，***P<0.001

调查发现本科护理新生民族不同、家人及自己

健康状况不同、对护理专业喜爱程度不同、父母、老

师、朋友的关爱和家庭、学校人文关怀气氛不同、

担任班干和照顾患者经历不同、接受人文关怀培训

程度不同，其人文关怀能力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新生关怀能力回归分析

将表 2 中的因素纳入最优尺度回归分析。结

果发现，是否担任班干、专业喜爱程度、家人健康

状况、自身健康状况、父亲关爱程度、老师关爱程

度、朋友关爱程度、学校人文关怀气氛八个因素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老师、朋友的关

爱和自身健康状况为重要因素，重要性占 14.3%-

19.2%；其次是担任班干和学校人文关怀气氛，重

要性占 11.2%~11.8%；专业喜爱和父亲关爱程度重

要性占 6.9%~7.8%；而家人健康状况与本科护理新

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呈负相关（Beta=-0.190）。具体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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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166 名新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现状分析

根据 NKongho 教授 [6] 制定的常模，CAI 分值

低 于 203.1 分 表 示 关 怀 能 力 较 低，203.1~220.3 表

示中等水平，得分 >220.3 表示人文关怀能力较高。

本 研 究 中 护 理 新 生 CAI 总 分 为（195.08±20.32）

分，属低分段水平，且总分和各维度得分都低于国

外水平，意味着整体来看护理新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还有待提高。但是，与陈瑜 [9] 在 8574 名护生中研

究制定的国内常模比较，其总分处于中等水平段，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随着人们对人文关怀

教育理念的重视，学生关怀意识的培养得到了加

强，使得护生关怀能力有所提高，与国外人文关怀

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勇气维度得分低于国内平

均水平。究其原因，除了护理专业女生占绝大多数，

女性本身可能相对缺乏主动实施关怀的勇气外，可

能还因为本次调查对象是刚入校新生，都很年轻，

表 2 不同特征护理本科新生关怀能力比较（n=166）

项目 人数 得分（ ±s） 统计量值 P 值

民族                 汉 144 196.39±19.56 2.1391 0.034

                少数 22 186.55±23.48

专业喜爱情况                 较喜欢 113 198.96±20.36 7.2882 0.001

                一般 42 187.95±16.93

                较不喜欢 11 182.45±20.82

担任班干                 是 133 197.79±19.94 3.5631 0.000

                否 33 184.18±18.31

家人健康状况                 很好 28 198.00±21.84 4.0772 0.019

                较好 70 199.06±18.01

                一般及以下 68 189.79±21.03

自身健康状况                 很好 48 202.44±19.18 9.7432 0.000

                较好 80 195.91±19.51

                一般及以下 38 184.05±19.11

照顾患者                 有 64 199.33±19.31 2.1551 0.033

                无 102 192.42±20.57

充满爱的家庭                 完全符合 71 202.65±18.70 10.5552 0.000

                比较符合 74 190.89±18.49

                一般及以下 21 184.29±23.32

父亲很关爱我                 完全符合 95 199.12±19.04 7.1962 0.001

                比较符合 59 192.03±19.05

                一般及以下 12 178.17±26.10

母亲很关爱我                 完全符合 108 199.55±19.43 9.8832 0.000

                比较符合 51 188.47±18.21

                一般及以下 7 174.43±25.10

老师很关爱我                 完全符合 54 205.85±18.72 26.6032 0.000

                比较符合 81 194.95±17.48

                一般及以下 31 176.68±16.68

朋友很关爱我                 完全符合 67 203.67±17.22 19.0022 0.000

                比较符合 88 191.68±19.70

                一般及以下 11 170.00±13.83

熟悉护理人文关怀内容                 较符合 107 200.07±19.14 10.5322 0.000

                一般 45 187.29±17.86

                较不符合 14 182.00±23.99

学校人文关怀气氛浓厚                 完全符合 35 208.77±19.77 16.4892 0.000

                比较符合 98 194.28±18.00

                一般及以下 33 182.97±19.31

接受人文关怀培训                 较多 106 199.76±19.60 8.5062 0.000

                一般 33 187.27±19.44

                较少 27 186.26±18.89

注：1 为 t 值，2 为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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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未知情况的经验和能力均较为缺乏的缘故。

也有研究 [10] 指出在校学习更多年可能会导致护士

勇气的减少。可能的解释是教育程度越高的护士

更有可能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并在临床实践中遇到

伦理和专业困境，同时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越高，

他们的行为也越谨慎。勇气更需要有关怀经历、冒

险精神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敏感等，本就难以实施。

因此，今后应该更注重护生勇气和主动性的培养。

建议尽早开展护理人文关怀教育，可增加临床情景

模拟复杂性和开展临床关怀早接触，通过关怀行为

实践及关怀情感体验，积累经验的同时磨练护生主

动关怀的勇气。但要考虑如何平衡护生经历更多

的护理现实使勇气增加，与此同时学习、职业认知

等压力增加以致耐心缺乏的问题 [4,8,11]。

3.2  166 名新生人文关怀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3.2.1   不同关怀氛围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为父亲关爱程度很高者，

其关怀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父亲关爱程度的护

理 新 生，重 要 性 占 7.8%（Beta=0.146,P=0.033）。

既往研究 [3,8] 还显示，父亲关爱情况对护生关怀能

力无影响，母亲关爱程度不同的护生关怀能力有差

异。刘英 [12] 等的研究则显示父母关心对护生关怀

能力无影响。但普遍的观点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

系也是一种人文关系，耳濡目染父母的关怀行为对

人文关怀品质的最初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大学生主要受到来自家庭的关爱，成长中若被

过分呵护也可使其在临床实践中不知如何实施关

怀 [13]。因此，家庭和父母关爱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索。

另外，发现朋友的关爱影响最为突出，重要性

占 19.2%。李霞 [14] 的研究显示护理硕士的关怀品

质与同伴氛围关系密切。多项研究 [3,15] 认为朋辈

群体关怀是在校护生人文关怀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因此，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护理教育都

应重视人际关系的引导，提高护生人际交往与沟通

能力，对于培养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关怀意识进

而促进人文关怀有积极意义。

很多研究 [5,16,17] 表明，老师的关怀对护生感知、

内化关怀，进而实施关怀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与其

他很多研究结果一致，也显示新生进入大学之前感

受到老师关爱越多，其关怀能力得分越高。重要性

仅次于朋友的关爱，远超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

为更好地发挥老师的榜样作用，学校应重视人文师

资培训，以弥补教师人文知识不足。

Simmons P R[18] 等研究显示，学校关怀氛围是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最强预测因子，学校关怀氛围

越浓厚，护生关怀能力越好。本研究对护理新生

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论点。这可能是因为关怀

气氛浓厚的学校较为重视创造支持性学习氛围满

足学生学习需求，同时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较

多，学生潜移默化感知人文关怀，从情感、认知和行

为上促进了关怀能力的发展。

3.2.2   不同个人情况的影响

本 研 究 发 现 自 身 健 康 状 况 良 好 者 CAI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健 康 一 般 及 以 下 者（P=0.000），重 要 性

占 14.3%。陈瑜 [9] 的研究解释可能原因为，健康

良好时心态良好，更有勇气、能力接触新事物，更

向往美好生活并乐于助人。但本研究中家人健康

表 3   护理本科新生关怀能力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n=166）

因变量 自变量 R 方 调整 R 方 重要性 Beta F P

人文关怀能力 0.438 0.369 6.369 0.000

   民族 0.030 0.079 1.554 0.215

   专业喜爱情况 0.069 0.107 4.125 0.018

   担任班干 0.112 0.183 6.736 0.010

   家人健康状况 -0.028 -0.190 5.090 0.026

   自身健康状况 0.143 0.200 7.030 0.001

   照顾患者 0.012 0.031 0.493 0.484

   充满爱的家庭 -0.032 -0.070 1.173 0.281

   父亲很关爱我 0.078 0.146 4.608 0.033

   母亲很关爱我 0.023 0.034 0.262 0.609

   老师很关爱我 0.186 0.187 6.409 0.012

   朋友很关爱我 0.192 0.201 8.216 0.000

   学校人文关怀气氛浓厚 0.118 0.139 3.414 0.036

   熟悉护理人文关怀内容 0.058 0.077 1.594 0.209

   接受人文关怀培训 0.040 0.058 1.128 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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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很好的护理新生并没显示出更高的关怀能

力（Beta=-0.190，P=0.026）。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家

人健康良好的学生有较多能力和精力关注和帮助

他人，但其耐性和韧性并不一定更强，对自己和他

人及周围环境了解、处理未知情况的能力、主动关

怀经历也不一定更多。

担任过班干的护理新生 CAI 总分显著高于未

担任过班干者（P=0.000），重要性占 11.2%。这可

能是由于担任班干后，与老师、同学接触增多使得

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得到锻炼，同时责任感、服务

意识和奉献精神等也得到加强，能够换位思考，善

于感知他人需要，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人文关怀

能力也得到提高。

3.2.3   不同专业喜爱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对护理较喜爱的新生在 CAI 得分

上较高，重要性占 6.9%（Beta=0.107，P=0.018）。心

理学研究认为态度可决定行为。对护理是否热爱直

接影响学生的职业态度，职业态度越好，在专业学习

和实践中投入的情感越多，其人文关怀能力也会越

高 [5]。黄雯等 [19,20] 研究发现，个人兴趣、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合理的课程设置均与专业喜爱呈正相关。高

校在促进学生专业喜爱方面可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如可通过政策支持、优化课程设置、丰富课程内容形

式、鼓励自主学习、借助课程思政正确引导学生认知

等来提升本科生对护理的喜爱程度。

4   小结

本研究中护理本科新生 CAI 总分虽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但仍有不足。各维度能力发展不平衡，

在之后的大学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勇气的培养。

此次调查发现，关怀氛围对护理本科新生人文

关怀能力的影响最为突出，占 57.4% 以上。而进入

大学以前的照护经历和关怀学习情况虽然也在关

怀能力得分上显示出差异，却并未对新生的关怀能

力形成重要影响，这可能与大学之前人文关怀理念

及知识的学习不够系统，加之缺乏临床经验，因而

提升关怀能力的作用体现不够突出有关。因此，建

议今后在护理教育中做好护生关怀能力评估，筛查

不同阶段的重要影响因素，聚焦不足之处，采取相

应措施有效提升其关怀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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