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新医学 信息文摘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

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创刊时间 2001 年。中国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9234/R（连续型电子期刊），
ISSN1671-3141。本刊办刊宗旨：面向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力求及时、全面、快速报道世界医学、药
学领域的医学成果及临床经验。重点刊登：论著（包括临床研究、临床用药、临床分析及基础研究等），
专家论坛、综述与讲座、短篇论著、临床检验、述评、临床病理讨论、疑难病例析评、药物与临床、
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医学工程、组织工程、医疗技术、新技术新方法、医院管理、中医中药、误诊误治、
病例报告、公共卫生与卫生防疫、医药卫生策略探讨、心理与疾病、护理、健康管理、国内外学术动态、
医学动态等。

本刊对来稿有以下要求：
1、文稿　来稿文字务求准确、精练、通顺、重点突出。论著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包括摘要及图、表和

参考文献）；论著摘要（简报）、病例报告等 800 ～ 2000 字。标点正确， 1.5 倍行距。外文除英文外，请注
明文种。

2、文题　力求简明、醒目，并能反映文章的主题。中文文题一般以不超过 20 个汉字为宜。
3、作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顺序排列。作者单位名称（具体到科室）及邮政编码应脚注在同页

左下方，并附第一作者简介 ( 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和 Email)。通
信作者请注明。英文单位及姓名同中文一致。

4、摘 要　论 著 应 附 英 文 摘 要，摘 要 按 结 构 式 格 式 书 写，内 容 含 目 的、方 法、结 果、结 论
(Objective,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 四部分。中文摘要力求简略。英文摘要应详细一些（400 个实
词左右），英文摘要前需列出英文文题、工作单位和全部作者姓名及通信作者。

5、关键词　论著需标引 3 ～ 5 个关键词。
6 、正文层次编号　正文中标题层次的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分别编号，一般不超过 4 级。第一级

标题 1；第二级标题 1.1；第三级标题 1.1.1；第四级标题 1.1.1.1。编号一律左顶格排列，不要空格。
7、医学名词　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医学名

词为准，尚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
8 、药物名称　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

名称》为准。不应使用商品名，如需使用，应先给出其通用名称，并在括号内注明商品名。
9、缩略语　文题一般不用缩略语。摘要及正文中使用简称，首次出现注出中、英文全称及缩略

语并加括号，后两者间用“，”分开。
10、图表　能用文字简洁说明的内容不必列图表。图、表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

每幅图表应冠有序号及表题。表格请用三线表 ( 顶线、表头线、底线 )，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
表格应出现于相应正文段落之后。照片背面注明文题、图号和上、下方向。

11、计量单位　以国务院 1984 年 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计量单位
的书写必须规范，不应使用已废止的单位。在一个组和单位中，斜线不得多于一条，如 mg/kg/min, 应
采用 mg/(kg.min)。

12、统计学　应注明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使用的统计软件及计量的具体值（如 t 值及 P 值）。
统计学符号按国家标准《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

13、参考文献　按国家标准 GB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规定采用的顺序编码制
著录。参考文献应为正式出版物发表的、作者亲自阅读与稿件主要内容密切相关的近几年文献内容。
参考文献按稿件中引用先后顺序列于文末，并在文内引用处以右上角码加方括号标注。所引文献务必
与原著核实，内容、版本、卷号、期号、页码、年份应准确无误。日文汉字勿与中文汉字及简化字混淆。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为 1 ～ 3 名需全部列出，3 名以上只列前三名，后加“，”等。

14、著作权　作者文责自负。
15、快速通道　对急于发表或基金资助论文及时效性较强的论文，可通过“快速通道”在最短时

间内发表。稿件审定后 20 ～ 30 天快速出版。
16、 投稿与联系方式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稿约

　　电子邮件投稿（Email）发送至：zuixinyixue@126.com,　　电　话：400-081-1230

重点导读

• 中国医师协会系列医学期刊之一

• 中国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ISSN  1671-3141
CN  11-9234/R

信息文摘
(连续型电子期刊)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系
  
列
  
期
  
刊

World Latest Medicine Information

2 0 2 1

世
界
最
新
医
学
信
息
文
摘 

 
 
 
 
 
 
 
 
 
 
 
 
 
 
 
 
 
 
 
 

第
二
十
一
卷 

 
 
 
 
 
 
 
 
 
 
 
 
 
 
 
 
 
 

第
二
期 

二
〇
二
一
年
一
月

第21卷  第2期Vol.21  No.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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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历护理专业在线学习适应性调查研究
韦柳蓓，蒋莉，李贞 *

（广西医科大学，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目的  调查不同学历护理专业学生（以下简称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
用问卷对广西某医学院校全日制大专生和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  本科护生和大专护生的在线学习适应性

平均分分别为（3.24±0.02）分和（3.13±0.03）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科护生和大专护生

对学习动机、学习能力的平均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本科护生和大专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差异

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性格和不同户口所在地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本科

护生和专科护生的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可从学习者自身及教师、家庭和学校层面采取

相对性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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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of Nursing Major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WEI Liu-bei, JIANG Li, LI Zhe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 t igate  the  current  s i tuat ion  and inf luenc ing  fac tors  o f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full-time college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s 
in a medical college in Guangxi.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junio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was (3.24±0.02) and 
(3.13±0.03),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verage scor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bility betwee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junio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betwee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junior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among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y and residence.  
Conclusion  The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junior nursing 
students is lower than the middle level. Relative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online learning 
adaptability of students from the level of learners themselves, teachers, families and schools.
KEY WORDS: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nursing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adaptive

0　引言

在线教学是运用互联网、多媒体、人工智

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与学互动的教育方

式，是教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开展

线上教学，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 [1]。

在线学习适应性是在线学习者在网络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与自身学习的需求相结合，全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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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优化、提升自我，从而实现个体与学习环

境之间的具体变化过程 [2-3]。护理人员作为医

疗体系中队伍最庞大，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医

疗工作者，无疑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石与

中坚力量。护理专业学生是护理人力资源的基

础，在在线教学作为疫情常态化重要的教学手

段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是

医学教育领域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广西某医学院校全体在读三年制大专生

和四年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其中本科生1000
人，大专生800人。本研究共收集了817份有效

问卷，其中本科护生513人，大专护生304人。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性别、年级、学历层次等。

1.2.2　在线学习适应性问卷

该问卷在冯廷勇、李红 [4]等人编制的《大

学生学习适应量表》（2006）的基础上，结

合在线学习情境的特点，设计适合本研究目

的的在线学习适应性问卷。原始问卷共29道

题，通过预调查并分析后，将第13题和第21
题删除。最终问卷共27道题，其中包含17道

反向计分题，分为学习动机、教学模式、学习

能力、学习态度和环境因素等5个维度。各维

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学习动机0.869
（8题），教学模式0.789（6题），学习能力

0.891（5题），学习态度0.843（4题），环境

因素0.797（4题），总问卷α系数为0.920（27
题），信度较高；KMO值为0.854>0.8，效度较

好。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

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1.3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统一培训班级

学委作为调查员，由调查员向每个班级学生说

明调查目的、填写说明及注意事项，以班级为

单位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共收集了850
问卷，删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817份，问

卷有效性为96.1%。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5.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与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学历层次本科占62.79 %，大专占

37.21 %；女生居多；大二与大三学生居多；农

村户口居多，见表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类别 人数 构成比（%）

学历层次 本科 513 62.79 

大专 304 37.21 

性别 男 96 11.75 

女 721 88.25 

年级 大二 396 48.47 

大三 333 40.76 

大四 88 10.77 

性格 外向型 157 19.20 

中间型 516 63.20 

内向型 144 17.60 

户口所在地 城镇户口 198 24.24 

农村户口 619 75.76 

总计 817 100.00 

2.2　不同学历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总分及各维

度得分

结果显示本科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平均得

分及各维度平均分均高于大专护生，且在线学

习适应性、学习动机、学习能力的平均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不同年级本科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比较

结果显示不同年级本科护生在线学习适应

性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3。



世界最新医学 信息文摘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

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创刊时间 2001 年。中国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9234/R（连续型电子期刊），
ISSN1671-3141。本刊办刊宗旨：面向医药卫生科技人员，力求及时、全面、快速报道世界医学、药
学领域的医学成果及临床经验。重点刊登：论著（包括临床研究、临床用药、临床分析及基础研究等），
专家论坛、综述与讲座、短篇论著、临床检验、述评、临床病理讨论、疑难病例析评、药物与临床、
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医学工程、组织工程、医疗技术、新技术新方法、医院管理、中医中药、误诊误治、
病例报告、公共卫生与卫生防疫、医药卫生策略探讨、心理与疾病、护理、健康管理、国内外学术动态、
医学动态等。

本刊对来稿有以下要求：
1、文稿　来稿文字务求准确、精练、通顺、重点突出。论著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包括摘要及图、表和

参考文献）；论著摘要（简报）、病例报告等 800 ～ 2000 字。标点正确， 1.5 倍行距。外文除英文外，请注
明文种。

2、文题　力求简明、醒目，并能反映文章的主题。中文文题一般以不超过 20 个汉字为宜。
3、作者　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顺序排列。作者单位名称（具体到科室）及邮政编码应脚注在同页

左下方，并附第一作者简介 ( 职务、职称、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和 Email)。通
信作者请注明。英文单位及姓名同中文一致。

4、摘 要　论 著 应 附 英 文 摘 要，摘 要 按 结 构 式 格 式 书 写，内 容 含 目 的、方 法、结 果、结 论
(Objective,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 四部分。中文摘要力求简略。英文摘要应详细一些（400 个实
词左右），英文摘要前需列出英文文题、工作单位和全部作者姓名及通信作者。

5、关键词　论著需标引 3 ～ 5 个关键词。
6 、正文层次编号　正文中标题层次的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分别编号，一般不超过 4 级。第一级

标题 1；第二级标题 1.1；第三级标题 1.1.1；第四级标题 1.1.1.1。编号一律左顶格排列，不要空格。
7、医学名词　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医学名

词为准，尚未公布者仍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医学词汇》为准。
8 、药物名称　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

名称》为准。不应使用商品名，如需使用，应先给出其通用名称，并在括号内注明商品名。
9、缩略语　文题一般不用缩略语。摘要及正文中使用简称，首次出现注出中、英文全称及缩略

语并加括号，后两者间用“，”分开。
10、图表　能用文字简洁说明的内容不必列图表。图、表按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连续编码。

每幅图表应冠有序号及表题。表格请用三线表 ( 顶线、表头线、底线 )，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
表格应出现于相应正文段落之后。照片背面注明文题、图号和上、下方向。

11、计量单位　以国务院 1984 年 2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计量单位
的书写必须规范，不应使用已废止的单位。在一个组和单位中，斜线不得多于一条，如 mg/kg/min, 应
采用 mg/(kg.min)。

12、统计学　应注明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使用的统计软件及计量的具体值（如 t 值及 P 值）。
统计学符号按国家标准《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

13、参考文献　按国家标准 GB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规定采用的顺序编码制
著录。参考文献应为正式出版物发表的、作者亲自阅读与稿件主要内容密切相关的近几年文献内容。
参考文献按稿件中引用先后顺序列于文末，并在文内引用处以右上角码加方括号标注。所引文献务必
与原著核实，内容、版本、卷号、期号、页码、年份应准确无误。日文汉字勿与中文汉字及简化字混淆。
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为 1 ～ 3 名需全部列出，3 名以上只列前三名，后加“，”等。

14、著作权　作者文责自负。
15、快速通道　对急于发表或基金资助论文及时效性较强的论文，可通过“快速通道”在最短时

间内发表。稿件审定后 20 ～ 30 天快速出版。
16、 投稿与联系方式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杂志稿约

　　电子邮件投稿（Email）发送至：zuixinyixue@126.com,　　电　话：400-081-1230

重点导读

• 中国医师协会系列医学期刊之一

• 中国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ISSN  1671-3141
CN  11-9234/R

信息文摘
(连续型电子期刊)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系
  
列
  
期
  
刊

World Latest Medicine Information

2 0 2 1

世
界
最
新
医
学
信
息
文
摘 

 
 
 
 
 
 
 
 
 
 
 
 
 
 
 
 
 
 
 
 

第
二
十
一
卷 

 
 
 
 
 
 
 
 
 
 
 
 
 
 
 
 
 
 

第
二
期 

二
〇
二
一
年
一
月

第21卷  第2期Vol.21  No.2

0 2

急性脑栓塞患者动脉介入溶栓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WT1基因在监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中的临床意义

PBL教学模式在口腔种植修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应用的效果评价

急性左心衰竭患者不同院前急救模式的疗效

经胸乳入路腹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分析

热疗辅助放疗治疗晚期肝癌的效果分析

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与开腹手术治疗结肠癌的比较情况

手术治疗外伤性颈段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膀胱肿瘤的治疗效果分析

101

165164投稿邮箱：sjzxyx88@126.com

2.4　不同年级大专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比较

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大专护生在线学习适应

性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4。

2.5　不同性格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比较

结果显示不同性格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得

分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LSD进

一步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外向型性格与中

间型、内向型性格之间在线学习适应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表 5  不同性格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得分情况
( ±s，分 )

性格 人数 总分平均分 F P

外向型 157 3.30±0.54 8.528 <0.001

中间型 516 3.21±0.43

内向型 144 3.07±0.51

2.6　不同户口所在地在线学习适应性比较

结果显示城镇户口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整

体水平高于农村户口护生，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6。

表 2  不同学历在线学习适应性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 ±s，分 )

学历 人数 平均分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本科 513 3.24±0.02 3.12±0.03 3.36±0.03 3.15±0.03 3.58±0.03 3.07±0.03

大专 304 3.13±0.03 2.96±0.03 3.28±0.04 2.99±0.04 3.53±0.05 3.05±0.05

t 值 3.112 3.633 1.829 3.179 0.938 0.278

P 0.002 <0.001 0.068 0.002 0.348 0.781

表 3  不同年级本科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 ±s，分 )

学历 人数 平均分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大二 217 3.26±0.03 3.11±0.04 3.36±0.04 3.16±0.05 3.65±0.04 3.14±0.05

大三 209 3.21±0.03 3.12±0.04 3.33±0.04 3.09±0.05 3.56±0.05 3.05±0.05

大四 87 3.26±0.05 3.18±0.06 3.44±0.07 3.27±0.07 3.45±0.08 2.93±0.08

F 值 0.562 0.406 0.920 2.197 2.893 2.734

P 0.570 0.667 0.399 0.112 0.056 0.066

表 4  不同年级大专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 ±s，分 )

学历 人数 平均分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大二 179 3.14±0.04 2.95±0.05 3.31±0.05 2.98±0.05 3.59±0.06 3.04±0.06

大三 124 3.11±0.03 2.98±0.04 3.22±0.06 2.99±0.07 3.45±0.07 3.07±0.08

t 值 0.475 -0.506 1.231 -0.218 1.587 -0.401

P 0.635 0.613 0.219 0.828 0.114 0.688

表 6  不同户口所在地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 ±s，分 )

户口所在地 人数 平均分 学习动机 教学模式 学习能力 学习态度 环境因素

城镇户口 198 3.27±0.03 3.14±0.05 3.44±0.05 3.16±0.05 3.53±0.05 3.13±0.05

农村户口 619 3.18±0.02 3.04±0.02 3.30±0.03 3.07±0.03 3.57±0.03 3.04±0.03

t 值 2.232 2.047 2.654 1.525 -0.632 1.527

P 0.026 0.041 0.008 0.128 0.528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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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建议

3.1　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本 研究中，本科护生和大 专护生的在线

学习适应性平均分分别为（3.24±0.02）分和

（3.13±0.03）分，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李

志月[5]、曹育红[6]等人的研究相比得分较低。在

线教学虽然已经运用比较广泛，具有一定优势，

但与传统面对面教学相比，受到网络、设备、

时差问题及个人因素等原因影响，且教师较难

及时掌握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并针对性给予指

导，难以保证学生的精力投入和学习效果[7]。

3.2　大专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学习动机

和学习能力比本科护生低

研究结果显示，大专护生的学习适应性水

平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本科生，且学习动机和

学习能力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学习者应转

变自身学习观念，自觉抵制诱惑；学校可加强

专业教育，针对不同学历的护生采取不同的专

业教育策略，增强学生对学习必要性的认识，

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人

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模式，营造舒适有效的生

态教学环境，灵活应对突发情况[8]。

3.3　不同性格及不同户口所在地护生在线学习

适应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不同性格护生的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比较:
外向型>中间型>内向型。这可能与外向型性格

学生比较善于交际，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有关，他们遇到问题能及时反馈并寻求帮助，

学习适应性较强。教师应主动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针对不同性格的学生给予相应的支持，

尤其关注内向型学生。

城镇户口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高于农

村户口护生。城镇户口学生家庭环境以及在线

学习条件普遍高于农村户口学生，更加能保证

线上学习所需要的硬件设备、网络环境等。学

校和家庭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在线学习

环境，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在线学习氛围。

综上所述，护生在线学习适应性水平有

待提高。学习适应性反映了学生对待学习的态

度，对学习的投入程度和对学习和学术的努力

程度 [9]。学习者的学习适应性发展水平会对学

习投入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学习效果。因

此，我们必须重视学生的在线学习适应情况，

可从学习者自身及教师、家庭和学校层面采取

相对性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习适应性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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