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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护理实习生职业自我效能及其与大学期间参加社团经历的相关性ꎬ为医疗单位或护理教育单位

开展精准性的护理教育提供理论参考ꎮ 方法　 选取安徽省 ２ 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临床护理实习生 ３３９ 名ꎬ采用网络问卷方法进行调查ꎬ运用职业自我效能调查问卷评估职

业自我效能ꎬ应用 Ｒ 语言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护理实习生自我效能总分、职业态度及信念、解决问题的能力、收
集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能力、职业认知、职业价值、职业选择的评分分别为( ９３.９１± １７.１５) ( ２９.３０± ６.８５) ( ２１.５１± ４.２９)
(１７.０９±３.９４)(９.１５±１.６９)(９.７８±２.２５)(７.０７±１.６１)分ꎮ 参加社团者自我效能总分高于非参加社团者ꎬ无组织活动经验者

高于有组织活动经验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３ꎬ３.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调整年龄及性别因素的影响之后ꎬ自
我效能总分、职业价值与是否具有大学社团经历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ꎻ调整父母职业与学历后ꎬ自我效能总分、职业价

值与大学社团经历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自我效能总分及职业价值与参加大学社团经历呈正相关ꎬ鼓励护理实

习生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大学社团可能提升护理职业自我效能和自我职业价值感ꎬ对于未来职业生涯有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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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效能反应的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ꎬ自我效能

评分越高ꎬ表明性格内敛特征越稳定ꎬ当成功时ꎬ归因

于个人的努力和拼搏ꎬ当失败时归因于个人的不努力

或不够勤奋ꎬ极少情况下归咎于外因所致[１] ꎮ 自我效

能是个人的良好正性品格之一ꎬ在教育学领域常用来

反映教育结局的指标之一[２－３] ꎮ 在护理教育领域ꎬ也
常用来反映护理教育的成效ꎮ 王欢等[４] 研究发现ꎬ自
我效能是影响护理学生的主要成绩之一ꎮ 早期的临

床接触同样可以提升护理学生的自我效能[５] ꎮ 徐海

燕等[６] 研究发现ꎬ大学本科护理实习生是否具备兼职

经历、是否参加大学社团以及父母的文化程度与职业

自我效能相关ꎮ
护理实习生是未来护士的从业人员ꎬ了解护理实

习生的自我职业效能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ꎬ对于实习

生的护理教育至关重要ꎮ 有学者发现ꎬ通过培养或提

升心理弹性和自我效能ꎬ可以提高实习生职业认同

度[７] ꎬ社会支持及心理资本均能正向预测高职护士的

自我效能[８] ꎮ 本研究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开展了此

类研究ꎬ以期为医疗单位或护理教育单位开展精准性

的护理教育提供理论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２０ 年 ４—５ 月ꎬ便利选取安徽省 ２ 所综

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临

床护理实习生ꎬ医院规模、环境、教学及科研水平、员
工薪酬等相近ꎬ从中选取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临床护理实习生 ４７８ 名和同期临床实践的护理学硕士

研究生 １５ 名ꎮ 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ꎬ在问卷

指导语中说明研究的目的、隐私权保护ꎬ履行知情同

意、自愿等原则ꎮ 有 ３３９ 名完成调查ꎬ 完成率达

９６.５８％ꎬ其中男生 １８ 名ꎬ女生 ３２１ 名ꎻ独生子女 ６２ 名ꎻ
居住地为农村的 ２３４ 名ꎮ 平均年龄(２１.４７±１.３５)岁ꎮ
本研究参与者均为匿名ꎬ且研究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审批号:２０２０－
ＰＰ０５２)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是否独生子

女、家庭居住地、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有无

兼职经历、是否参加大学社团活动及自我效能评价高

低共 ９ 项内容ꎮ
１.２.２　 护生职业自我效能调查　 问卷由郝玉芳[９] 编

制ꎬ包含 ６ 个因子ꎬ分别是职业态度及信念、解决问题

的能力、收集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能力、职业认知、职
业价值、职业选择ꎬ共 ２７ 个题目ꎬ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

方法ꎬ其中 １ ~ ５ 分分别为“很不符合” ~ “很符合”ꎮ 所

有题目均为正向记分ꎬ无反向记分题目ꎬ分数越高ꎬ表
示职业自我效能越高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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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重测信度分别为 ０.８４ꎬ０.７８ 和 ０.７４ꎮ 自我接纳

问卷、一般自我效能量表作为护生职业生涯自我效能

问卷的关联效标[１０] ꎬ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４３ꎬ０.４３(Ｐ 值

均<０.０１)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处理数据ꎬ连续

性资料采用(ｘ±ｓ)表示ꎬ应用 Ｒ 语言软件包 ３.４.３ 版及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ｓ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分别采用 ｔ 检验

或方差分析、多元广义线性回归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效应值用 β 表示)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护理专业实习大学生自我效能评定结果 　 ３３９
名护理专业实习生自我效能总分、职业态度及信念、
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能力、职
业认知、职业价值、职业选择的评分分别为(９３. ９１ ±
１７.１５)(２９.３０±６.８５)(２１.５１±４.２９)(１７.０９±３.９４)(９.１５
±１.６９)(９.７８±２.２５)(７.０７±１.６１)分ꎮ 参加社团者自我

效能总分高于非参加社团者ꎬ无组织活动经验者高于

有组织活动经验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护理专业实习生自我效能总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自我效能总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８ ９８.３３±１５.５２ １.９４ ０.０５

女 ３２１ ９３.６６±１７.２３
学历 专科 ２５２ ９４.２７±１８.１５ ０.２３ ０.８０

本科 ７７ ９２.７７±１３.９８
硕士及以上 １０ ９３.７０±１４.０２

独生子女 是 ６２ ９５.５８±１７.２３ １.３０ ０.１９
否 ２７７ ９３.５３±１７.１４

居住地 农村 ２３４ ９４.２７±１６.８４ －０.７３ ０.４７
城市 １０５ ９３.１０±１７.８８

兼职经历 有 ２６８ ９３.６１±１７.０４ －１.２６ ０.２１
无 ７１ ９５.０３±１７.６４

父亲学历 小学 １０２ ９２.１１±１７.１３ ２.７４ ０.０７
中学 １９６ ９３.６９±１７.６６
大学及以上 ４１ ９９.４４±１３.５７

母亲学历 小学 １８２ ９３.７９±１８.４８ ０.６０ ０.５５
中学 １３７ ９３.４８±１５.４７
大学及以上 ２０ ９７.９５±１５.６８

父亲职业 医护人员 ６ １０５.３３±１３.９２ ０.５７ ０.５７
其他 ３３３ ９３.７０±１７.１５

母亲职业 医护人员 ６ ９６.３３±１１.８８ －０.０４ ０.９７
其他 ３３３ ９３.８６±１７.２４

参加社团 是 ２７８ ９４.０７±１７.７１ ２.１３ ０.０３
否 ６１ ９３.８７±１７.０６

所参与活动的角色 组织者 ９１ ９３.５５±１９.２４ －０.８０ ０.４３
非组织者 ２４８ ９４.０４±１６.３６

组织活动经验 有 ２０７ ９２.６４±１８.６５ －３.１９ <０.０１
无 １３２ ９５.９０±１４.３３

２.２　 护理专业实习生自我效能评分与参加社团经历

关联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护理专业实习生自我

效能总分及不同因子为因变量ꎬ以大学生参加社团经

历为自变量(否＝ ０ꎬ是＝ １)进行回归分析ꎬ调整年龄及

性别因素的影响之后(模型 １)ꎬ自我效能总分、职业价

值与是否具有大学社团经历呈正相关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调整父亲及母亲职业ꎬ父母亲学历等因素后

(模型 ２)ꎬ自我效能总分、职业价值与大学社团经历呈

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社团经历与护理专业实习生职业自我效能总分

及不同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３３９)

自我效能评定维度
模型 １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型 ２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自我效能总分 ５.２０(０.４２~ ９.９８) ０.０４ ５.０５(０.２９~ ９.８２) ０.０４
职业态度及信念 １.７７(－３.６９~ ０.１５) ０.０６ １.６７(－０.２４~ ３.５９) ０.０９
解决问题的能力 ０.９１(－０.２８~ ２.１０) ０.１４ ０.８６(－０.３３~ ２.０５) ０.１６
收集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能力 １.０５(－０.０５~ ２.１５) ０.０７ １.０５(－０.０４~ ２.１５) ０.０６
职业认知 ０.１３(－０.３４~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１５(－０.３２~ ０.６２) ０.５４
职业价值 ０.９３(０.３２~ １.５４) <０.０１ ０.８９(０.２８~ １.５１) ０.０１
职业选择 ０.３９(－０.０５~ ０.８４) ０.１０ ０.４２(－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７

３　 讨论

护理实习生目的性的教育和培养至关重要ꎬ在护

理教育领域ꎬ认知诱导等教育措施常用来提升护理实

习生的职业自我效能ꎬ增加职业认同感ꎬ增加毕业后

从事护理工作的可能性[１１] ꎮ 徐敏等[１２] 研究发现ꎬ通
过对护理实习生采用认知干预措施后ꎬ职业自我效能

明显提升ꎮ 有研究者同样发现增加护理实习生心理

弹性可以提升职业自我效能ꎬ增加职业认同感[１３] ꎮ 而

性别及参加职业决策辅导是影响护理职业自我效能

的主要因素[１４] ꎮ 本研究发现ꎬ男生职业自我效能高于

女生ꎬ但本研究男女生性别构成比不同ꎬ女生占多数ꎬ
但本结果尚需进一步研究验证ꎮ

护士的工作需要得到社会及家庭的广泛支持ꎬ正
向的支持可以增加从业的信心ꎬ减少负性情绪ꎬ然而

社会上以及部分家庭对于护理工作的支持度不足ꎬ甚
至抱有抵制情绪ꎮ 有研究发现ꎬ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

高职护理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１５] ꎮ
日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因(护理实习生参与社会

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和外因(护理实习生接受外界的

干预对自我效能的影响)两个方向ꎮ 如今的大学里有

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ꎬ参加大学社团可以增加大学生

的社群交际能力ꎬ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１６] ꎮ 有研究

发现ꎬ８０％的“００” 后大学生都参与到大学社团中ꎬ其
中 ７５.２４％的学生期望能够在大学社团中得到很好的

锻炼[１７] ꎮ 有研究发现ꎬ医学领域的课外课程策略ꎬ如
学生主导的研究团体对于日后从事医学学术工作的

医学生具有重要的作用[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护理职业认可度总分以及收集

职业信息和职业规划能力、职业价值因子分与是否具

备大学社团经历呈正相关ꎬ但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ꎬ为更充分的掌握准确信息ꎬ调整年龄及性别的影

响后ꎬ护理自我效能总分与是否具备大学社团经历仍

然呈正相关ꎬ并且与职业价值因子呈正相关ꎮ 表明剔

除性别及年龄的因素影响后ꎬ护理实习生大学生参加

大学社团主要是通过提升职业价值因子来增加自我

效能总分ꎮ 进一步剔除在大学社团中是否扮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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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是否具有组织活动的经验ꎬ以及母亲职业

是否是医务人员的的影响因素后发现ꎬ职业价值与是

否具有大学社团经历仍然呈正相关ꎬ但是自我效能总

分及其他因子分与其却无相关性ꎬ表明护理实习生只

要具备参加大学社团的经历ꎬ不论是否具有组织活动

的经验、在社团中是否扮演组织者的角色以及母亲的

职业是否是医务人员ꎬ均可以对职业价值产生正性引

导作用ꎮ
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ꎬ如男、女生构成比不同ꎬ不

过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处理ꎬ调整了该因素对结果的

影响ꎮ 后期将继续收集男性护理实习生的资料ꎬ进行

补充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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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青少年体育艺术与体质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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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体格状况及社会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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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体格差异并探讨儿童体格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ꎬ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及相

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分层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对上饶市玉山、德兴、婺源三地 １ ９３９ 名 ７
~ １８ 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ꎬ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ꎬ分析儿童青少年体格(身高、体重)与

社会经济因素的关联ꎮ 结果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体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ꎬ户籍所

在地与儿童身高呈正相关ꎬ家庭月收入与儿童身高、体重均呈正相关(Ｂ＝ －２.９３ ~ １.４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儿童青少年

体格与社会因素相关ꎮ 提高家庭收入、缩小城乡差异是改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的重要举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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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加大ꎬ留守儿

童数量日渐增长[１] ꎮ 本研究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

其中任一方截止调查时间ꎬ因外出没有和其子女生活

时间长度达到或超过 ６ 个月的 １８ 周岁及以下的儿童

青少年[２] ꎮ 研究发现ꎬ相比非留守儿童ꎬ父母迁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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