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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日制护理本科学生学习方式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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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确认护理本科学生 (下称护生 )的学习方 式以及 影响 护生学 习方 式 的 因素
,

为探索 高等护 理人 才培 养

模式提供依据
。

方法 采 用 学习过程 问卷(S PQ )对 巧 7 名 全 日 制护 生 的学 习方式进行 调查
。

结果 护 生倾 向于采

用专研 和进取方 法 去学习
; 护生的年龄

、

年级以及是否 阅读新 闻报刊对 学习 方 式无影响 (均 尸> 0
.

0 5 ) ;护 生的工

作 实践经 历 及阅 读习惯对 学习策略
、

动机有直接影响 (尸< 0
.

05 或 尸< 0
.

01 )
。

结论 护生具有较积极 的学习动机

和 方式
,

在校期间教师指导护生参加 实践活动和有意识地指导护 生 阅读相关书籍有利 于改善其学 习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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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 习动机和方式是反映学习成绩个体差异 的因素

之一
,

它不仅与个体的能力有关
,

还与个体运用和发挥自己

能力的方法有关 [lJ
。

学 习方式也称学习习惯
,

它解释个体

是怎样学习的和为什么要这样学习川
。

世界各地的教育界

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深人 的研究
,

推动了高校教学

的进步和发展
,

对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 才和满足人才终

身学习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我国在培养大学

生学习方式及相关研究涉及不够
,

对护理专业大学生学 习

方式的研究更是一片空 白
。

为探索高等护理 人才培养模

式
,

增强学生实际学习能力
,

2 0 0 2 年 9 月我校与香港理工

大学合作对我校 157 名全 日制护理本科学生 (下称护生 )学

习方式进行调查
,

结果报告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我校护理学院大学 2
、

3
、

4
、

5 年级护生 157 名为调

查对象
.

其中 2 年级 31 人
,

3 年级 68 人
,

4 年级 39 人
,

5 年

级 1 9 人
。

男 1 3 人
、

女 1 1 4 人
,

年龄 1 5 ~ 1 9 岁 1 4 人
,

~ 2 4

岁 14 3 人
。

有工作经历者 42 人
,

17 人无阅读习惯
。

1
,

2 方法

采用学习过 程问卷 (th e s tu d y p r o e e s s q u es tio n n a ir e ,

S PQ)[
3〕进行问卷调查

。

该问卷有 42 个条 目
,

从完全不适

用到永远适 用分 5 级 回答
,

分别赋值
“ 1

、
2

、
3

、

4
、

5
”

分
。

SPQ 所 检测 的 学 习 方式有 3 种
,

即 肤浅 ( su rfae e

a p p r o a eh )
、

专研 (d e e p a p p r (, a e h ) 和进取 (a e hie v in g a p
-

p r o a e h) 法
,

每种又 分为动机 (m o tiv e ) 和策略 ( s tr a te -

gy ) 两型
,

因此 SPQ 共有 6 个亚类
,

每亚类由 7 个条目

组成
,

分值 为 7 一 35
。

各亚 类 的 效度 系数
Q

均 大于

0
.

55 [lj
。

所调查的护生一般资料包括
:

年龄
,

年级
,

工作

经历
、

性质
、

时间
,

阅读习惯
,

阅读 的书籍
.

阅读新 闻报

刊
。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评价护生 的学习方式
。

问卷分班发

放
,

教师讲明研究 目的后
,

护生 自愿填写
.

发放问卷 157

份
,

回收 157 份
,

有效问卷 15 6 份 (5 年级 1 份问卷无

效 )
。

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和 t 检验
。

2 结果

2
.

1 护生 S PQ 评分情况

见表 1
。

表 l 示
,

护生专研学 习方式得分较高
,

其次为进取学习

方式
,

肤浅学习方式得分较低
,

说明护生倾向于采用专研和

进取学习方式学 习
。

2
.

2 护生学习方式的影响 因素

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级
、

年龄
、

是否阅读新闻报刊的

护生各亚类的评分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均 尸> 0
.

0 5 )
。

影响因素中工作性质和时间对学 习方式无影响
,

工作经历
、

阅读习惯
、

阅读书籍对护生学习方式的影响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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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护 生 SP Q 评 分 情 况 (n 一 156 ) 分
,

至士 、

3 年级 (n = 6 8 )

.

0 1 士 7
.

6 5

5 年级 (n = 1 8 )

3 8
.

2 2 士 8
.

1 1

5 1
.

8 2 士 8
.

6 5

4 5
.

4 4 士 8
.

0 4

O甘J性月O月z
方法

.

4 4 士 8.

O口八己乃J月仕

4 6
.

3 1 士 7
.

肤浅
2 0

.

9 0 士 4
.

9 3

1 8
.

1 2 士 3
.

8 5

1 9
.

5 6 士 4
.

4 0

1 8
,

6 7 士 4
.

1 0

专研

2 年级 (n = 3 1 )

4 0
.

8 7 士 5
,

2 0

4 8
.

0 3 士 6
.

6 0

4 3
.

6 1士 6
.

0 8

2 1
.

5 2 士 3
.

5 5

1 9
.

3 5 士 3
.

3 3

2 4
.

1 0 士 3
.

4 9

2 4
.

0 6 士 4
.

3 6

2 2
.

0 0 士 3
.

7 5

2 1
.

6 1 士 4
.

2 2

2 3
.

3 3 士 4
.

9 4

2 5
.

10 士 4
.

5 3

4 年级 (n = 3 9 )

4 0
.

8 5士 7
.

4 7

5 0
.

5 6士 6
.

5 5

4 8
.

5 6士 7
.

7 2

2 1
.

4 4 士 4
.

81

1 9
.

4 1士 3
.

7 6

2 4
.

4 6 士 3
.

8 1

2 6
.

10 士 3
.

6 0

2 4
.

3 8士 4
.

2 0

2 4
.

1 8士 4
.

5 7

2 5
.

1 8 士 4
.

4 8

2 6
.

2 8 士 4
.

5 5

进取

目

肤浅

专研

进取

动机

策略

动机

策略

动机

策略

2 2
.

9 9 士 4
.

9 2

2 3
.

3 2士 4
.

4 0

2 3
.

0 6 士 4
.

5 3

2 2
.

3 9 士 4
.

3 4

合计(n = 1 5 6 )

3 9
.

7 5士 7
.

2 5

4 9
.

2 0 士 7
.

2 5

4 6
.

2 0 士 7
.

6 2

2 1
.

0 0 士 4
.

5 9

1 8
.

7 5 士 3
.

7 7

2 3
.

9 4 士 4
.

3 8

2 5
.

2 8 士 4
.

3 1

2 3
.

1 5士 4
.

5 2

2 3
.

0 5士 4
.

4 7

表 2 护 生 学 习 方 式 的 影 响 因 素 分
,

厉士 :

学习方式 影响 因素
无 /不

人数 分值

有

人数 分值

1 9
.

2 4 士 3
.

6 1

2 0
.

7 6士 3
.

2 1

1 9
.

2 6士 3
.

6 1

1 7
.

4 8士 3
.

9 8
.

1 8
.

4 6 士 3
.

7 8
.

1 6
.

7 8 士 3
.

8 1
’ .

2 1
.

8 1士 4
.

8 6

2 1
.

8 7士 4
.

6 1

2 5 士 4
.

2 2
’

1 3士 4
.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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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71247578工作经历

阅读习惯

读科学书籍

读生活实用类书

读心理学书籍

工作经历

读科学书籍

读心理学书籍

阅读习惯

读社会学书籍

读地理类书籍

读科学书籍

读西 医书籍

读社会学书籍

读西 医书籍

读社会学书籍

读法律书籍

读西 医书籍

读社会学书籍

读地理类书籍

读中医书籍

读西医书籍

读社会学书籍

1 1 4

1 2 4

7 8

4 0
.

7 0 士6
.

8 6

4 0
.

5 6士6
.

9 5

4 1
.

1 9 士7
.

2 0

2 0
.

8 2士4
.

2 5

23
.

4 8士 4
.

2 8

3 7
.

3 3士 7
.

8 0
.

3 6
.

6 3 士 7
.

6 1
, ‘

3 8
.

3 1士 7
.

0 4
‘

17

1 2 7

2 4
.

29士 4
.

2 8
’ .

2 6
.

0 0 士 4
.

3 0
‘ ’

1 3 6

1 2 4

1 3 4

1 2 7

25
.

0 1士 4
.

18

2 4
.

7 6士 4
.

0 2

2 4
.

9 9 士4
.

2 8

2 4
.

8 2士 4
.

1 9

2 7
.

1 5 士 4
.

8 0
.

2 7
.

3 1士 4
.

8 5 二

2 7
.

0 5 士 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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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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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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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1 3 4

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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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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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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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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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根据前兆一 过程 一结果模式可知肤浅学 习方法在于重

复所学内容以满足最低要求
,

其动机来自外在
,

典型的肤浅

方法是死记硬背
;
专研方 法在 于真正理解和正确评价所学

的内容
,

其动机来自内在或好奇心
;
进取方法指运用能最大

限度提高自己成绩的方 法去学 习
;

动机说明为什么选 择学

习
.

策略描述怎样进行学习 [lj
。

本次调查发现
,

我校护生肤

浅方法的得分最低
,

进取方法次之
,

专研方法最高
,

提示我

校护生惯用的学习方式依次是专研
、

进取 和肤浅方法
,

护生

更倾向于采用专研和进取方法去学 习
。

与已有的文献报道

结果[4, 5」不一致 ; 比较 S PQ 的 6 个亚类
,

我校护生肤浅学习

动机和策略得分较文献 [4. S J低
,

而专研
、

进取学习动机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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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

进取策略的得分较文献 [4. 钊 高
,

预示我校护生具有较积

极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方式
。

有学者指 出
,

采用专研方法学

习的护生获得的知识更 丰富
,

并会运用高层次或抽象概括

法和最佳策略去学习
;
采用进取方 法学 习的护生具有自律

、

灵巧和系统性更强的特点川
。

表 1 显示
,

肤浅学习方法及其亚类肤浅学 习动机 和策

略的得分随年级的增高有降低的趋势
,

专研和进取方法及

其亚类专研动机和策略
、

进取 动机和策略的得分随年级 的

增高有增高的趋势
,

提示我校高年级护生更倾向于少死记
,

多理解
,

其自律性
、

灵 活性和系统性也有增强
,

但各年级 间

无显著性差异
,

说明各年级护生 的学 习方式无本质区别
.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年龄的护生各类学习方法的得分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提示年龄对护生学习方式的影响不大
,

这一结论与香港理工大学的调查结果阁一致
。

表 2 示
,

有工作经历的护生较少采用肤浅策略和肤浅

学习方法 (尸< 0
.

0 5 )
,

但工作经历对其它学习方法无影响
,

而工作性质和时间对学习方式也无影响 (尸> 0
.

0 5)
。

关于

护生 的阅读习惯
,

调查结果显示
,

有阅读习惯 比无阅读习惯

的护生在专研学习方面具有更强的动机
。

表明为护生提供

工作实践机会和促成他们养成 良好阅读习惯
,

有利于改善

其学习方法
。

本次调查发现
,

护生在阅读书籍类型方面
,

不

是所有类型的书籍对学习方式都会产生积极影 响
,

在进行

调查的 26 类书籍中
,

仅有 8 种类型 的书籍影响护生 的学 习

方式
:

阅读生活实用类书籍的护生较少采用肤浅动机
;
阅读

法律类和中医类书籍的护 生更倾向于采取进取学 习策略
;

阅读地理类书籍的护生 在专研和进取学习策略方面更好
;

阅读心理学书籍的护生较少采用肤浅动机和肤浅方法
;
阅

读科学书籍的护生采取肤浅策略和方法少
,

而采取专研策

略和进取学 习方法多
;
阅读西医类书籍的护生专研

、

进取学

习策略和方法 比不阅读者强 ; 阅读社会学类书籍的护生 其

专研学习动机
、

策略及方法 比不 阅读者好
,

更倾向于采用进

取的学习策略和方法
。

调查还发现
,

对护生学 习方式产生

影响的 8 类书籍中
,

只有近 5 0 % 的护生阅读心理学 和生 活

实用类书籍
,

而阅读其他 6 类书籍的护生 最多 也没 超 过

21 %
,

反映护生在校期间阅读范围的局 限性
。

提 示学校 和

教师除了要培养护生 的读书 习惯外
,

还应注重指导护生对

护理专业相关知识领域 的拓展
,

以利于帮助他们建立 良好

学习方式
,

强化学习动机
,

从而促进护生积极有效地学 习
。

学生的学习结果取决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 习
,

包

括学生学 习的内在动机[6j
。

护生的学习能力在其毕业后的

从业能力和职业生 涯发展中具有 至关 重要 的作 用
。

21 世

纪的高等护理教育将更加注重培养护生进行自导学习和在

职业生涯 中不断自我完善 的能力
。

因此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强调改善
“

教
”
的同时

,

注重 促进护生
“
学

” ,

将是培养适应

21 世纪社会需求的高级护理 人才的基 础
。

关于护生学 习

方式对毕业后就业 和学术成就的发展是否有影响将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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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点滴
·

螺旋缠指法用于输液排气

临床输液中常发生茂菲氏滴管 以下输液管液体流空情况
,

常采用快速弹击输液管或松开 头皮针头与输液管衔接处进

行排气
,

此法费时
、

费力
,

易造成头皮针头凝血
;
且输液管与针头分离时

,

易导致针头接 口处 污染 及药液浪费
。

我科采用螺

旋缠指法对 200 例次茂菲氏滴管下端输液管液体流空 1/ 3一 l/2 者进行排气
,

成功率达 98 %
,

介绍如下
。

方法
:

首先快速挤压茂菲氏滴管
,

使其液体达 2 /3
;
打开调速器快速下拉至输液管最下端

,

关紧调速器
,

将有液体段的

输液管螺旋向上缠在右手示指上
,

使其向上挤压
,

将输液管内空气挤人茂菲氏滴管
;
打开调速器

,

调节滴速即可
。

优点
:

可快速排出输液管中空气
,

不仅能缩短排气时间
,

而且避免了输液管接口 污染及药液浪
一

费
。

该方法操作简便
、

安全
。

注意事项
:

输液管内空气占管长 2/ 3 及以上时
,

不宜采用螺旋缠指法
。

因此时缠在手指
_

上有液体的输液管长度不够
,

易造成排气失败
。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医院外科
,

北京 l。。。8 9
,

云淑慧)

(本文编辑 李春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