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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调查护生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的现况#为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降低学习倦怠水平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
!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
!("'

名本

科护生进行基本信息+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现况调查%对调查数据作相关性研究%结果
!

护生学习倦

怠检出率为
'*&$-/

+学习倦怠得分!

-'&)'[!(&"*

"分#处于中等水平'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

$)&!!["&('

"分#处于中等偏

下程度'社会支持得分!

'*&)#["&!'

"分#处于中等状态%护生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预测作用显著#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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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存在较密切关系#相互影响%应制定有效措施#降低护生学习倦怠水平%

关键词$护生'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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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倦怠!

!9@B525

L

GJB51JD

"是由于超负荷学

习压力+学习动机兴趣缺失而导致厌倦学习的消

极态度和行为)

!

*

%学习倦怠反映大学生对待学习

的负面影响)

'

*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身

形成和实施要达到既定学习目的的行动过程的能

力判断%社会支持!

41E2@A4J

==

1BD

"是个人通过社

会联系!包括家庭成员+亲友+同伴+团体+组织和

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能减轻心理应激反

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

响#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心身状态)

,

*

%笔者

通过了解本科护生的学习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

与社会支持现况及其关系#对护生学业自我效能

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为提

高学习效率提供实证支持%现报告如下%

F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随机整群分层抽取本校护理专业学

生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护理专业全日制本科

护生#无精神疾患#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语言

表达清晰#了解调查目的#愿意参与本调查%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

!

一般资料问卷
!

包括年龄+性别+年级+

民族等%

!&'&!&'

!

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
!

参照连榕

,

$!'

,

护理与康复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等)

!

*编制的大学生学习倦怠调查量表%量表包括

,

维度
'(

条目池%采用
a2>9BD-

级评分标准#条

目按与自身符合度赋分!完全不符合
.!

分+比较

不符合
.'

分+不确定
.,

分+比较符合
.)

分+完

全符合
.-

分"#其中反向条目反向计分%被试者

得分越高#其学习倦怠程度越高)

!%'

*

%情绪低落

!

*

条目"#反映大学生不能很好处理学习中的问题

与要求#表现倦怠+沮丧+缺乏兴趣等情绪特征#分

值
*

!

)(

分'行为不当!

#

条目"#反映大学生由于

厌倦学习而表现出逃课+迟到+早退等行为特征#

分值
#

!

,(

分'成就感低!

#

条目"#反映大学生在

学习中体验到低成就感受或完成学习任务能力不

足所产生的学习能力低成就感)

'

*

#分值
#

!

,(

分%

总量表与
,

维度量表的
!"#$%&'(

&

)

!

系数为

(&$$'

!

(&*#-

#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学习倦怠

,

个维度中有
!

个维度条目均分
#

,

分为轻度学习

倦怠#

'

个维度条目均分
#

,

分为中度学习倦怠#

,

个维度条目均分
#

,

分为重度学习倦怠)

)

*

%

!&'&!&,

!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

使用梁

宇颂)

-

*根据
N25DB2E8_ 9̀XB11D

编制的大学生学

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由
'

个维度!学习能力自我效

能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各
!!

条目"共
''

条目

构成%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

有能力完成学业#取得良好成绩和避免学业失败

的评估'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己的

学习行为能否达到学习目标的评估#是对自己行

为结果的估计%量表采用
a2>9BD-

级评分标准#各

条目按与自身相似度赋值!完全不符合
.!

分+比

较不符合
.'

分+不确定
.,

分+比较符合
.)

分+

完全符合
.-

分"#得分越高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

越强%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总体
!"#$%&'(

&

)

!

系

数为
(&*'!

#较理想%

!&'&!&)

!

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选用叶月

妹等)

#

*以肖水源等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为模型

而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
,

维度#包

括客观支持!

,

条目"+主观支持!

)

条目"和社会支

持利用度!

,

条目"%客观支持是指客观+可见或实

际支持#包括物质的直接支援#社会网络+团体关

系的存在和参与等'主观支持是主观+体验到的情

感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

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社会支持利用度存在个体差异%该量表具有较高

的信度#总量表与
,

维度量表的
!"#$%&'(

&

)

!

系

数在
(&$$!

!

(&*,$

之间%各条目选项赋值分别为

!

+

'

+

,

+

)

分#分值
!(

!

)(

分%被试者在社会支持

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其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

!&'&'

!

调查方法
!

对
'(

名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

的专项培训及实践#并完成
)*

份小样本预调查#反

馈调查中所遇的问题#及时调整并完善问卷%调

查前调查员讲解填写要求与注意事项#现场发放

问卷+无记名独立完成#当场回收%

!&'&,

!

统计学方法
!

使用
TNTT

!

!$&(

"统计软件

包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

1

检验+

>

检验+

53&")#$

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N

!

结
!!

果

'&!

!

护生一般资料
!

发放并回收问卷
!!'#

份#

回收率
!((&((/

#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

%男生
*'

人+女生
!(!(

人'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一年级
,'$

人#

二年级
'-*

人#三年级
'#,

人#四年级
'))

人'汉族

-)(

人#维吾尔族
)-"

人#哈萨克族
,!

人#回族

-!

人#蒙古族
'

人#其他民族
"

人%

'&'

!

护生学习倦怠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

持评 分 情 况
!

,!)

名 护 生 检 出 学 习 倦 怠

!

'*&$-/

"#其中轻度
!#-

人!

!-&!!/

"+中度
$"

人

!

$&',/

"+重度
$(

人!

#&)!/

"%学业自我效能感

很低
,-

人!

,&'!/

"+偏低
'-"

人!

',&$'/

"+较高

#)$

人!

-"&'-/

"+很高
!-!

人!

!,&*'/

"%社会支

持较少
!!'

人!

!(&'#/

"+一般
$)*

人!

#*&-(/

"+

满意
','

人!

'!&'-/

"%护生学习倦怠和学业自我

效能感及社会支持的得分见表
!

%

表
F

!

护生学习倦怠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及

!!!!!

社会支持得分"

)LFG̀N

# 分

量
!

表
!!!!

维
!

度
!!!!

得
!

分

学习倦怠
-'&)'[!(&"*

情绪低落
!"&,#[ )&-#

行为不当
!-&')[ !&))

成就感低
!$&*'[ )&"*

学业自我效能感
$)&!![ "&('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 -&,!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 )&$'

社会支持
'*&)#[ "&!'

客观支持
"&")[ ,&!-

主观支持
!!&,*[ )&)"

社会支持利用度
$&"#[ ,&""

'&,

!

护生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

,

*!'

,

护理与康复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持的相关性分析
!

见表
'

%

表
N

!

护生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及

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4

%

)LFG̀N

#

量表(维度
情绪

低落

行为

不当

成就

感低

学习

倦怠

学业自我效能感
%(&',

!

"

%(&!-

!

"

%(&-*

'

"

%(&,$

!

"

!

学习能力自我效

!

能感

%(&!-

!

"

%(&!!

'

"

%(&',

'

"

%(&!$

'

"

!

学习行为自我效

!

能感

%(&("

!

"

%(&!(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

%(&'!

!

"

!

客观支持
%(&("

!

"

%(&!#

'

"

%(&($ %(&!)

'

"

!

主观支持
%(&!#

!

"

%(&!)

'

"

%(&(*

%(&!$

'

"

!

社会支持利用度
%(&!*

!

"

%(&!$

'

"

%(&(- %(&!-

'

"

!!

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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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的

回归路径分析
!

以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

学习倦怠影响的作用路径分析#见图
!

%

图
F

!

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

作用路径分析图

'&-

!

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以护生学习倦怠及各维度为

因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作为预测变

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
,

%

表
E

!

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

?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0 4@

标准化回归

系数!

"

"

49

8

学习倦怠 学业自我效能感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情绪低落 学业自我效能感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行为不当 学业自我效能感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成就感低 学业自我效能感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E

!

讨
!!

论

,&!

!

本科护生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及社

会支持相关性研究结果分析

,&!&!

!

护生存在学习倦怠现象
!

主要表现为成

就感低#行为不当及情绪低落)

'

*

%以低成就感发生

率最高#情绪低落维度次之%情绪低落+行为不当

及低成就感水平对学习倦怠各维度均具有预测

作用%

,&!&'

!

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不高
!

多数护

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学习行

为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护

生对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学

习任务的自信心不足#通过个人亲身经历+他人示

范效应+社会劝说以及情绪状况和生理唤起等)

*

*

#

可提高护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

强的护生#在学习过程中信心十足+情绪饱满#体

验到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较低%

,&!&,

!

护生社会支持处于中等状态
!

其主观支

持及客观支持的分值较高#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分

值最低#表明护生主观+体验到的情感支持和客

观+可见的实际支持较多#但对社会支持利用度却

严重不足%

,&!&)

!

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各维度

呈显著负相关
!

通过影响学生个体的学习能力效

能感和学习行为效能感直接或间接影响学习倦

怠)

"

*

%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学习倦怠在情

绪低落+行为不当及成就感水平越低%学业自我

效能感是学习倦怠的有效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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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自我

效能感是学生面对学习倦怠时一种有效的中介机

制#能降低学习倦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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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总分之间有显著负

相关
!

护生拥有社会支持越高#学习倦怠水平越

低%良好的社会支持转化为护生的学习动力#减

少其学习倦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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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学习倦怠的前

测变量#对学习倦怠有较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

支持的效果与被感知利用的程度相一致#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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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度就是以所获得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为

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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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预测作用显著
!

护

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的作

用路径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有预测作

用#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学习倦怠之间

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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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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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业自我效能感以降低学习倦怠程

度
!

积极引导护生参与护理科研与临床+社区护

理实践活动#根据护理专业特点#改革教学方法#

运用案例教学法+

NWa

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讲授

专业课程#借助现代信息教育技术的应用平台#通

过影像+图片+视频等资料再现真实或模拟场景#

使护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激发其思考和探

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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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会支持改善学习倦怠状况
!

在班

级中组建学习互助小组#两两组合#互帮互助%构

筑护生+家庭与学校的现代网络+通讯交流平台#

充分应用校级教学共享资源#培养创新意识#提高

护生的综合素养#增强学习自信心与职业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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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局限性
!

本次研究仅局限于新疆医科

大学护理专业本科护生#尚不能完全代表本科护

生学习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实际

情况%建议在后续的研究中选择代表性更好的样

本进行重复研究#为今后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

充足的实证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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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RWTV

"是静脉导管留置最

常见且严重程度较高的并发症%有研究)

!%,

*显示#

在美国
V7e

每年
7RWTV

发生率为
-h

#由感染引

起的病死率高达
')&#/

#延长住院时间
$&(

!

!"&!0

#增加医疗费用每人近
-

万美元%

7RWTV

的

发生不仅影响疾病的治疗+增加医疗费用+延长住

院时间#甚至造成患者高病死率%因此#采取适当

的防护措施对降低
7RWTV

的发生率意义重大%现

将
7RWTV

预防策略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F

!

概
!!

述

近年来#各国非常重视
7RWTV

的预防#包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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