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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practice status of nurse student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Methods: To select 409 nursing in-
terns who graduated in 2019 and internship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s a study object. The status 
of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nurs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scale. Results: The 
overall scores of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were (136.12 ± 32.99) points, at the upper 
middle leve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nurse students were ca-
reer interests, career expectation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undergraduate nurse student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oice of hospital and make career planning for nurse students. Nurse 
students who had career expectations should be preferred admission by the hospital. Nursing 
students should choose the practice group freely. Hospitals should boost the admission and train-
ing of clinical teach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firm nursing 
students’ career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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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本科护生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现状，并基于社会认知生涯理论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
年毕业且在医疗机构实习的护理实习生409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临床学习环境评估

量表来评估护生临床学习环境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临床学习环境评价量表总得分为(136.12 ± 32.99)
分，护生对临床学习环境的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影响护生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的主要因素有职业兴趣、

职业期望、同学关系(P < 0.05)。结论：本科护生临床学习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学校应注重实习医院的

选择并为在校生做好职业规划，实习医院应在选择实习生时优先选择有职业兴趣的学生，实习分组时可以

允许学生自由选择，注重带教老师的准入和培养，从而改善临床学习环境，坚定护生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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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实践是护理教育的关键，它提供护生应用理论、实践护理和建立沟通技能的机会，促进护生获

得认知、情感和心理技能，并决定了职业认同的发展[1] [2]。护生对临床学习环境的评价反映了临床实践

的质量[3]。研究发现，良好的临床学习环境还可能会减少护生的倦怠和流失率[4] [5]。但我国的护士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明显短缺[6]，为稳定护士队伍，改善护生的临床学习环境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国内研究

关于临床学习环境与护生职业选择的相关性研究较少，且多缺乏理论支持。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

生涯理论，探讨护生在临床实践期间的临床学习环境现状、影响因素及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为提升临床

实践的质量，坚定护生对护理的职业选择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19 年毕业且在三甲医院实习的护理实习生 409 名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统招全日制护理本科生并且在岗实习大于三个月；所在医院为三甲医院；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问卷中未写明实习医院；患有身体或心理疾病，可能对本次研究结果产生影响者。本研究经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2. 调查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问卷。收集性别、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家庭月收入、是否喜欢护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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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愿报考护理专业、是否考研、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是否有过转专业的打算、毕业后是否从事护理专

业、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单位、是否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个性、与同学相处、心理压力的影响等基本资料。 
2) 中文版临床学习环境评估量表。该量表由杨濡[7]将 Saarikoski [8]编制的英文版进行翻译和修改。

量表为 5 个维度，分别是科室的教学氛围、科室护士长的角色、科室的护理工作、督导关系、科室总带

教的角色，各维度分别有 10、4、4、9、11 个条目，共 38 个条目。量表评分中，从“完全不同意”到“完

全同意”，分别计 1~5 分，分数越高，护生对临床学习环境评价越好。量表的总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2，
内容效度为 0.960，重测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为 0.922 和 0.883 [7]。 

2.2.2. 资料收集方法 
通过问卷星编制电子问卷，在发放问卷以前，研究者要说明目的及填写要求，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

通过电子问卷参与调查。本研究共发放 445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为 409 份，有效率 91.9%。 

2.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1.0 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比较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采用多元线

性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 = 0.05。 

3. 结果 

1) 本科实习护生一般资料情况。409 名护生中，男 44 人，女 365 人，详见表 1。 
 
Table 1.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nurse students and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n = 409) 
表 1. 护生一般资料及临床学习环境单因素分析(n = 409) 

项目 人数 得分(分， x s± ) t/F 值 P 值 

性别     

男 44 138.91 ± 30.77 
−0.59 0.55 

女 365 135.79 ± 33.27 

民族     

汉族 400 136.26 ± 33.16 
0.56 0.57 

少数民族 9 130.00 ± 24.65 

独生子女     

是 112 140.23 ± 35.90 
−1.55 0.12 

否 297 134.58 ± 31.75 

家庭所在地     

农村 209 136.25 ± 32.31 

0.01 0.59 城镇 91 136.34 ± 32.48 

城市(县级以上) 109 136.12 ± 32.99 

家庭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74 131.55 ± 38.86 

0.76 0.55 

1001~3000 元 143 136.16 ± 30.65 

3001~5000 元 101 139.98 ± 30.66 

5001~10000 元 71 134.66 ± 32.14 

10000 元以上 20 138.50 ± 40.24 

喜欢护理   

6.40 0.00 是 233 144.78 ± 29.86 

否 176 124.67 ±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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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一志愿     

是 236 138.23 ± 32.01 
−1.51 0.13 

否 173 133.25 ± 34.16 

考研     

是 179 135.78 ± 33.70 
0.19 0.85 

否 230 136.40 ± 32.49 

从事护理     

是 355 138.69 ± 31.79 
4.10 0.00 

否 54 119.30 ± 36.02 

转专业的打算     

是 231 133.16 ± 32.76 
−2.08 0.04 

否 178 139.98 ± 32.98 

对前途充满希望     

是 302 142.01 ± 31.14 
6.35 0.00 

否 107 119.51 ± 32.52 

毕业后希望的工作单位     

学校，护理教育 155 128.12 ± 33.83 

7.62 0.00 
医院，临床护理 203 143.77 ± 31.07 

养老院，社区护理 8 131.00 ± 22.41 

其他护理领域 43 129.81 ± 32.95 

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     

工作好找 154 135.75 ± 33.67 

2.59 0.04 

收入高 19 139.26 ± 29.87 

觉得自己适合 60 147.25 ± 31.34 

家长希望 83 129.89 ± 30.64 

其他 93 134.48 ± 34.34 

个性     

开朗 244 138.51 ± 32.77 

2.80 0.03 

沉默 27 134.82 ± 33.47 

内向 99 131.71 ± 32.47 

孤傲 8 104.63 ± 41.34 

其他 31 140.74 ± 29.88 

同学相处     

很好 263 142.53 ± 32.86 

16.07 0.00 
还可以 139 125.49 ± 30.15 

不太好 7 106.71 ± 22.50 

很不好 - - 

心理压力的影响     

可以转化为动力 156 142.00 ± 34.51 

3.71 0.01 
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227 132.81 ± 31.25 

带来严重负面情绪 15 122.13 ± 35.27 

完全没有影响 11 133.27 ± 30.72 

注：-：空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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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的得分情况，见表 2。 
 
Table 2. The scores of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scale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表 2. 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量表得分情况 

维度 条目数量 得分(分， x s± ) 

科室的教学氛围 10 3.37 ± 0.88 

科室护士长的角色 4 3.64 ± 0.96 

科室的护理工作 4 3.69 ± 0.92 

督导关系 9 3.64 ± 0.91 

带教的角色 11 3.67 ± 0.93 

 

3) 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喜欢护理、是否有转专业的打算、

毕业后是否从事护理、是否对前途充满希望、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单位、选择护理的原因、不同个性、与

同学相处、心理压力的影响的临床学习环境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4) 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的多因素分析。将临床学习环境总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

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赋值方式如下，喜欢护理(是=1，否=0)、
毕业后从事护理(是=1，否=0)、有转专业的打算(是=1，否=0)、对前途充满希望(是=1，否=0)、毕业后希

望的工作单位(学校、护理教育=0，医院、临床护理=1，养老院、社区护理=3，其他护理领域=4)、选择

护理专业的原因(工作好找=0，收入高=1，觉得自己适合=2，家长希望=3，其他=4)、个性(开朗=0，沉默

=1，内向=2，孤傲=3，其他=4)、同学相处(很好=0，还可以=1，不太好=2，很不好=3)、心理压力的影响

(可以转化为动力=0，带来一定负面影响=1，带来严重负面情绪=2，完全没有影响=3)，结果显示，喜欢

护理，对前途充满希望，与同学相处是临床学习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见表 3。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表 3. 临床学习环境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量 123.20 3.34 - 36.85 0.00 

职业兴趣 12.70 3.30 0.19 3.85 0.00 

职业期望 14.79 3.70 0.20 3.99 0.00 

同学关系 −13.99 2.91 −0.22 −4.82 0.00 

注：R2 = 0.17，F = 28.92，P < 0.01；-：空白项。 

4. 讨论 

4.1. 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总分(136.12 ± 32.99)，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比以往研究

稍低[7]。原因可能是由于以往研究调查对象的学历为中专、大专和本科，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本科护

生。研究表明，我国高学历护士的职业成功和工作环境远不能令人满意[9]。学历越高，对自身要求、学

习环境的期望越高。 
中文版临床学习环境评估量表五个维度的得分中，科室的护理工作维度最高。在以往的研究中，杨

濡认为督导关系得分最高[7]，王冬华则认为带教的角色这一维度最高[10]，可能是本研究对象所在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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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多为三甲教学医院，科室的管理及实习管理制度比较规范，护理工作得到护生的认可。其次，信息

技术在护理行业中的发展中提供了很多便利，使护理工作的技术性充分体现，从而得到护生的认同。 
中文版临床学习环境评估量表五个维度的得分中，得分最低的是科室的教学氛围，其中“在护士开

会期间(如交班)，我能轻松自在的参与讨论”这一条目处于最低，其原因可能是护生缺乏归属感，没有参

与和被接受的体验。研究表明，教学氛围对实践效果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11]，当护生在临床实习环境中

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护士并且融入到护理团队中的时候，护生有归属感，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

高[12]。这就要求护理管理者要注重带教老师的准入和培养，提高带教水平，创造和谐的科室氛围；带教

老师逐渐形成让护生参与讨论的意识，在护理查房、护理交班、病例讨论等工作中鼓励护生表达自己的

想法，安排护生进行翻转课堂学习、与科室护士共同商讨病情、制定护理计划等参与度高的项目，不仅

可以增加护生的归属感，也会加深护生对临床疾病的认知，提高实习质量。 

4.2. 影响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的因素 

本研究显示，职业兴趣、职业期望和同学关系是护生对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的影响因素，对护理专业

的前途越充满希望，对护理专业越喜欢，同学之间相处的越好，临床学习环境的得分越高。 
根据社会认知生涯理论，学习经验是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的信息来源，自我效能与结果预期共同决

定了职业兴趣，职业兴趣与自我效能、结果预期共同促进形成职业目标，进而有了职业选择行为[13]。本

研究显示，职业兴趣越高、职业期望越高，护生的临床学习环境得分越高。因此，职业期望可能作为职

业兴趣的决定因素之一与职业兴趣共同影响临床实践，进而形成职业目标，获得职业选择。这提示实习

单位在选择实习生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有专业志愿的学生；带教老师作为护生的直接指导者应通过言传身

教给予学生正面的影响，尊重、关爱并多鼓励护生，增强护生的自我效能感；学校应开展职业规划讲座，

针对性地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因素及可能遇到的阻碍，让护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从而对护理专

业的职业前景充满信心，提高护生的职业期望，进而增加护生的职业兴趣，提高对临床学习环境的评价，

促进护生的职业选择。 
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认为，背景因素影响学习经验形成的过程，进而影响职业选择的行为，同学之间

的人际关系是背景因素中的重要方面[13]。本研究显示，同学关系越好，临床学习环境的得分越高。因此，

同学关系影响护生临床实践的过程，最终影响护生的职业选择。在临床实习期间能够与同伴合作可以鼓

励批判性思考和独立思考，在合作、解决问题能力和反思方面的得分更高[14]，而同学之间经常出现矛盾

冲突，会使其处于抑郁、应激的状态[15]。这提示护理教育者不仅要教授护生临床技能，还要关注护生的

人际交往方面，如实习分组时允许学生自由选择，组织一些增加团队意识的活动，从而促进积极的合作，

形成良好的同学关系。 
综上所述，本科护生的临床学习环境应进一步改善，职业兴趣、职业期望和同学关系是临床学习环

境评价的影响因素。护理管理者与教育者应及时做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提高临床实践质量，从而坚定护

生的职业选择，稳定护士队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地域限制，仅选取山东省的三甲医院实

习护生，代表性不足，未来要增大样本量，扩大研究范围。 

参考文献 
[1] Mueller, G., Mylonas, D. and Schumacher, P. (2018) Quality Assurance of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Aus-

tria: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Supervision and Nurse Teacher Scale (CLES + T Scale). 
Nurse Education Today, 66, 158-165. https://doi.org/10.1016/j.nedt.2018.04.022 

[2] Rahimi, M., Haghani, F., Kohan, S., et al. (2019)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a Maternity Ward: A Qualita-
tive Study. Women and Birth, 32, e523-e529. https://doi.org/10.1016/j.wombi.2019.01.002 

[3] Materne, M., Henderson, A. and Eaton, E. (2017) Building Workplace Social Capit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udent 

https://doi.org/10.12677/ns.2020.93035
https://doi.org/10.1016/j.nedt.2018.04.022
https://doi.org/10.1016/j.wombi.2019.01.002


牛玉硕 等 
 

 

DOI: 10.12677/ns.2020.93035 229 护理学 
 

Nurses’ Clinical Placement Experiences.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 26, 109-114.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17.07.007 

[4] Wang, A.H., Lee, C.T. and Espin, S. (2019)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Anxiety-Producing Situ-
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ums: A Descriptive Survey Study. Nurse Education Today, 76, 103-108.  
https://doi.org/10.1016/j.nedt.2019.01.016 

[5] White, E.M., Aiken, L.H., Sloane, D.M., et al. (2019) Nursing Home Work Environment, Care Quality, Registered 
Nurse Burnout and Job Dissatisfaction. Geriatric Nursing, 41, 158-164.  
https://doi.org/10.1016/j.gerinurse.2019.08.007 

[6] 杨田田, 李小燕, 王跃会, 等. 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离职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护理管理, 2019, 
19(4): 569-574.  

[7] 杨濡. 中文版护生临床学习环境量表的修订及初步应用[D]: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 山西医科大学, 2015: 54. 
[8] Saarikosk, M., Isoaho, H., Warne, T., et al. (2008) The Nurse Teacher in Clinical Practice: Developing the New 

Sub-Dimension to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upervision (CLES) Sca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45, 1233-1237. https://doi.org/10.1016/j.ijnurstu.2007.07.009  

[9] Wang, Y., Zhang, L., Tian, S., et al.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Environment and Career Success among 
Nurses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l Degree: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
tice, 25, e12743. https://doi.org/10.1111/ijn.12743 

[10] 王冬华, 蒋语, 肖泽梅, 等. 三甲医院护生临床学习环境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17, 32(7): 
57-60.  

[11] 李兴国, 顾东晓, 任元璞, 等. 教学设计与氛围对实践教学效果的影响[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5, 34(4): 
147-151. 

[12] Albloushi, M., Ferguson, L., Stamler, L., et al. (2019) Saudi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Sense of Be-
longing in the Clinical Settings: A Qualitative Study.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 35, 69-74.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19.01.008 

[13] Lent, R.W., Brown, S.D. and Hackett, G. (1994) Toward a Unify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Career and Academic 
Interest, Choice,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5, 79-122. https://doi.org/10.1006/jvbe.1994.1027 

[14] Ekstedt, M., Lindblad, M. and Lofmark, A. (2019) Nursing Students’ Perception of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upervision in Relation to Two Different Supervision Models—A Comparative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Nursing, 18, Article No. 49. https://doi.org/10.1186/s12912-019-0375-6  

[15] 赵冬梅, 王婷, 吴坤英, 等.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与抑郁的关系: 宿舍冲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

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5): 597-604. 

https://doi.org/10.12677/ns.2020.93035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17.07.007
https://doi.org/10.1016/j.nedt.2019.01.016
https://doi.org/10.1016/j.gerinurse.2019.08.007
https://doi.org/10.1016/j.ijnurstu.2007.07.009
https://doi.org/10.1111/ijn.12743
https://doi.org/10.1016/j.nepr.2019.01.008
https://doi.org/10.1006/jvbe.1994.1027
https://doi.org/10.1186/s12912-019-0375-6

	Th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Nurse Student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Abstract
	Keywords
	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视角下护理本科生临床学习环境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调查方法
	2.2.1. 调查工具
	2.2.2. 资料收集方法

	2.3. 统计学处理

	3. 结果
	4. 讨论
	4.1. 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学习环境现状
	4.2. 影响临床学习环境评价的因素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