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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我国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现状及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关

怀能力评价量表对844名本科在校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我国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总分为

186.04 ± 16.62，认知、勇气和耐心的各维度得分分别为69.34 ± 8.61，56.44 ± 9.73，59.24 ± 4.64；
均低于美国常模，且差距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生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趣、与父母的关系、学

习成绩、父母是否支持护生做一名护士、护生人文书籍阅读量和报考志愿是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的影响因素。结论：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较低，建议我国教育者根据影响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的相关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来提高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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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baccalau-
re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In total, 844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the socio-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s and the Caring Ability Inventory. Results: The total huma-
nistic caring ability score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was 186.04 ± 16.62; and the scores on 
the dimensions of cognition, courage and patience were 69.34 ± 8.61, 56.44 ± 9.73 and 59.24 ± 
4.64, respectively; totally low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norm,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were whether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nurs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whether their parents supported them to be a nurse, the amount of humanistic books they read 
and their voluntary application for nursing. Conclusion: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had low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nd Chinese experts were suggested to develop targeted strategies to im-
prove 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for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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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学者 Leininger 认为护理的本质是人文关怀，有效的人文关怀能够增强患者应对压力的能力，促

进患者康复[1]。国内学者也提出，护士的人文关怀能力是现代护理事业发展的动力和灵魂，更是建立和

谐护患关系和实现优质护理服务的前提和保证[2]。而本科护生作为未来护理事业的主力军，提高其人文

关怀能力是培养优秀护理人才的先决条件[3]。近几年，护理人员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临床

护士和实习护生[4] [5] [6]，对本科在校护生的研究较少，且样本量较小或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够深入

[3] [7]。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国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便为针对

性地提高我国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提供理论依据。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18 年 3 月至 12 月对山东省和广东省六所院校的护理本科大二和大三的在校

学生进行调查。入选标准：1) 全日制在校的护理专业学生；2) 学历为本科；3)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

排除标准：1) 中途休学或退学者；2) 有精神疾患。 

2.2. 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 护生的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护生的性别、生源、报考意愿、是否为独生子女、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

趣、是否经常阅读人文书籍、学习成绩、父母是否支持护生做一名护生、与父母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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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怀能力评价量表(Caring Ability Inventory, CAI) 
本研究选择目前国内外使用最为广泛的、权威性较高的人文关怀能力测量工具——CAI 量表。该量

表由美国学者 Nkongho 编制[8]，国内学者马芳等[9]进行翻译修订。共有 37 个条目，包括 3 个维度：认

知(14 个条目)，勇气(13 个条目)，耐心(10 个条目) [10]。评分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从“强烈反对”到

“强烈赞同”，分别赋值 1~7 分，其中 13 条需反向评分。总分为 37~259 分，其中认知为 14~98 分，勇

气为 13~91 分，耐心为 10~70 分，得分越高表示人文关怀能力越强。总量表 Cronbach’s a 系数：0.84，各

维度 Cronbach’s a 系数：0.70~0.81，内容效度：0.78 [8]。本研究中，CAI 的 Cronbach’s a 系数为 0.90。
Nknogho 认为：CAI 总分>220.30 分为人文关怀能力较高，203.10~220.30 分为人文关怀能力为中等水平，

<203.10 分为人文关怀能力较低[8]。 

2.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取得学院同意后，研究者采用统一指导语向学生说明该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所

需时间，在征得其同意后，现场发放纸质版或手机发放电子版(问卷星)调查问卷。问卷由被调查者独立填

写，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完毕后提交问卷，要求学生对各个项目如实填写。共发放纸质或电子问卷 900
份，回收 860 份，其中有效问卷 84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78%。研究过程符合伦理要求。 

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包，一般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均数、标准差等进行描述性统计，不同

特征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进行比较；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采用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844 名本科在校护生的一般资料见表 1。 
 
Table 1. Social-demographic data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n = 844)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n = 844) 

项目  例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49 29.5 

女 595 70.5 

生源 
城市 638 75.6 

农村 206 24.4 

报考志愿 

自愿 136 16.1 

家人意愿 66 7.8 

调剂 642 76.1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208 24.6 

否 636 75.4 

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趣 
有 406 48.1 

无 438 51.9 

人文书籍阅读次数 

经常 32 3.8 

一般 433 51.3 

很少 379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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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习成绩 

好 72 8.5 

一般 70.2 83.2 

差 70 8.3 

父母是否支持你做一名护士 

不支持 237 35.8 

无所谓 305 36.1 

支持 302 28.1 

与父母的关系 

不融洽 17 2.0 

一般 335 39.7 

很融洽 492 58.3 

3.2.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总分、各维度得分及国外常模的比较 

我国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总分及认知、勇气和耐心的各维度得分均低于美国常模，且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Table 2. The average scores of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for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n = 844) 
表 2.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总分与各维度得分( X SD± ) (n = 844) 

组别 认知得分 勇气得分 耐心得分 总得分 

护生得分 69.34 ± 8.61 56.44 ± 9.73 59.24 ± 4.64 186.04 ± 16.62 

常模得分 80.22 ± 7.56 65.25 ± 11.57 63.11 ± 4.19 208.58 ± 23.32 

t 值 −36.681 −26.275 −24.222 −41.15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3.3. 不同特征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比较 

单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特征的护生，如生源、报考志愿、是否对护理工作感兴趣、学习成

绩、父母是否支持护生做一名护士及与父母关系，其人文关怀能力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among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n = 844) 
表 3. 不同特征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比较(n = 844) 

项目 人文关怀能力得分( X SD± ) t/F 值 P 值 

生源  −2.172 0.030 

城市 184.33 ± 16.72   

农村 187.22 ± 16.16   

报考志愿  12.127 0.000 

自愿 189.43 ± 12.50   

家人意愿 177.36 ± 18.45   

调剂 184.89 ± 16.90   

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趣  9.500 0.000 

有 190.34 ± 12.74   

无 180.12 ±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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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习成绩  27.826 0.000 

好 189.40 ± 12.31   

一般 185.92 ± 16.83   

差 171.65 ± 11.49   

父母是否支持你做一名护士  20.631 0.000 

不支持 187.02 ± 11.61   

无所谓 180.33 ± 15.60   

支持 188.57 ± 21.33   

与父母关系  43.403 0.000 

不融洽 170.65 ± 5.73   

一般 179.65 ± 16.26   

很融洽 189.20 ± 15.77   

3.4.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 

以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的全部变量为自变量，进入多元逐步回归方程。

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护生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趣、与父母关系、学习成绩、父母是否支持护生做一

名护士、人文书籍阅读量和报考志愿是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见表 4)。 
 
Table 4.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among baccalaureate nursing students (n = 844) 
表 4. 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 = 844) 

自变量 B 值 Beta 值 t 值 P 值 

常数 180.260  51.706 0.000 

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趣 11.512 0.346 10.383 0.000 

与父母关系：不融洽(对照)     

融洽 10.628 0.313 3.093 0.002 

学习成绩：好(对照)     

差 −14.556 −0.242 −8.072 0.000 

父母是否支持：不支持(对照)     

支持 7.241 0.196 5.281 0.001 

阅读人文书籍：不经常(对照)     

经常 3.681 0.111 3.637 0.000 

报考志愿：自愿(对照)     

调剂 −6.710 −0.108 −3.708 0.000 

注：R2 = 0.320，F = 49.037，P = 0000。 

4. 讨论 

4.1. 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现状 

本研究中，我国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总分为 186.04 ± 16.62，其中认知、勇气和耐心的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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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分别为 69.34 ± 8.61，56.44 ± 9.73 和 59.24 ± 4.64；低于美国常模，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杨

支兰等[7]、郭慧芳等[10]的研究结果相似。表明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处

于较低水平。分析原因为：首先可能与国内外文化差异有关。研究显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关

爱体验和关爱行为，其中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对个人关爱意识的形成和关爱行为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促进

作用[11]。其次可能与国内外人文关怀的教育差异有关。护理人文关怀这一概念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西

方国家最早提出的。美国护理教育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Nursing, AACN)在 1998
年已明确将人文关怀列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观[12]。当前西方国家的护理人文关怀教育

和科研已发展较为成熟与完善，注重从课程设置和实践中进行人文护理的教育和关爱能力的培养[7]。而

我国人文关怀教育发展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相对缓慢[2] [7]，目前尚缺乏完整的护理人文关怀课程体系，

相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学时安排较少等。 
Simmons 等[13]的纵向研究表明：护生在校期间的关爱能力能够较强地预测护生工作后的关爱能力。

因此目前我国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较低的问题应引起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足够重视。建议学

校增加人文课程的比重和提高专业教师人文关怀的能力，构建完善而合理的人文课程体系和考核评价体

系，将人文教育贯穿和渗透在整个护理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在实践中加强护生人文关怀的教育，

注重人文教学手段的多元化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如微课、慕课的应用，培养护生的人文关怀意识和能

力[2] [10] [14] [15]。 

4.2. 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本科在校护生对护理工作是否有兴趣和是否自愿报考护理专业是影响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的重要因素，与顾娟等对实习护生的研究结果一致[5]。其原因为：护生自身的兴趣与否导致其在护理专

业的学习和实践中存在主观能动性和感情投入量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人文关怀能力上会有显著的主动关

怀理念和行为的差别[5]。目前许多护理本科生因被调剂进入护理专业或因为好找工作而填报，这些学生

不了解护理专业，更谈不上对护理专业的认可和热爱。因此培养在校护生对护理专业浓厚的学习兴趣和

愉悦的实践体验，是提高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重要策略之一[16]。另外，父母是否支持护生做一

名护士也是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该结果提示，家长对护理职业认可度的重要性。所以除了培

养学生自身对护理专业的兴趣和热爱，还应加强学生家长对护士职业的认同与尊敬。 
此外，在校护生的学习成绩与人文书籍的阅读量同样也影响其人文关怀能力。研究者已表明，学生的

人文关怀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教育与环境交互作用下，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实践逐步形成的[17]。学

习成绩好或经常阅读人文书籍的护生，掌握的人文关怀知识和操作技能相对扎实，因而其人文关怀意识和

能力也会相对较强。最后，与父母的关系也是本科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影响因素，与 Simmons 等[13]
研究结果一致。王盈等[4]对肿瘤科护士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家人对其的关心程度影响其人文关怀行为。可能

的原因为：与父母关系越融洽的护生越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社会学认为关爱具有模仿性

[18]，父母对孩子细致的关怀照顾，会潜移默化的成为子女学习的榜样，进而加强子女关爱他人的能力。

因此，学校应注重护生家长在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争取家长与教师的有效合作[2] [5]。同时，

本研究结果也暗示了环境氛围作为一种隐性教育，是人文关怀能力培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薛成芳等的研究

也强调，良好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对人文关怀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作用[2]。 

5. 小结 

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这一问题应引起我国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足够重视。

建议教育者根据影响在校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如构建完善合理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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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提高护生对护理专业的兴趣和热爱，注重护生家长对护士职业的认同及重视

其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等；来提高本科在校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为临床培养优质的护理人才提供

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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