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讯作者&

W7J>1A

"

#!%!!!I?

4"

!/#2B-J

*

!调查报告!

辽西五市三甲医院
&&"

名护士终身学习意向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赵思宇!

!张会君%

#

"辽宁医学院(

!2

研究生学院&

%

护理学院!辽宁锦州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辽宁西部三甲医院临床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现状!分析影响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的相关因素$方法
!

采用分

层随机按比例抽样方法!用一般资料问卷%临床终身学习制约因素问卷%杰弗逊终身学习意向量表"医护版#对
&&"

名护士进行调

查$结果
!

共回收问卷
&!3

份$护士终身学习意向得分为"

#!28!Q8233

#分!得分率为
&/28"P

&影响因素按照影响作用的强度依

次为终身学习意识%统计软件操作能力%科研基础知识%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资源利用情况$负相关系数
9̀ "2&/3

!

9

%

"̀2#%$

$结

论
!

临床护士终身学习意向量表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应从多方面努力提高护士终身学习能力$

关键词"学习&护士&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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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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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616

=

%是医护人员职业特性的基本

组成部分*

!

+

#它的概念中涉及能否开展一系列自主学习活动)

获取信息的素养)并保持持续的学习动机及识别自身学习需求

$

种特质*

%7#

+

'护士的终身学习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

意度#现已成为评估临床专业人员职业素质的重要标准*

$

+

'随

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护士需要学习各种最新的医学理论和技能

来保持良好的职业适应性#因此很有必要量化其终身学习意向

并改善相关制约因素'有研究表明#

'&P

的美国护士在工作中

具备终身学习的特质*

&

+

#而我国临床护士终身学习的意向尚不

明确'本文旨在分析临床护士的终身学习意向的制约因素#为

管理者在临床护理工作和继续教育管理中对培养护士终身学

习能力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预实验结果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不得少于

##%

名*

/

+

#考虑可能存在的无效应答将调查人数拟定为
&&"

名'研究者于
%"!!

年
'

!

!%

月#采用三阶段抽样法进行调查#

第
!

阶段!从辽宁西部的各城市$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

岛%中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中随机抽取
!

所医院#分别为辽

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朝阳市中心医院)阜新矿业集团公司

总医院)辽河油田中心医院)葫芦岛市中心医院'第
%

阶段!根

据
&

所医院总护士数比例计算出每家医院所要抽取的护士数#

再依据各医院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急诊科)

,(b

)手术室
'

类科室总护士数比例计算出每类科室所需抽取的护士数#随机

抽取每类科室中
!

!

%

个病区'第
#

阶段!整群抽取各类科室

被抽中病区全部符合标准的护士发放问卷'其中纳入标准!

$

!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

%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

年及以上&$

#

%自愿参加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问

卷
&!3

份#回收率为
3$2$P

'其中以女性为主#占
3'2/P

#平

均年龄为$

#!2"'Q/2$%

%岁#平均工作年限为$

!"2//Q82'#

%

年'文化程度!中专
3"

名$

!'2$P

%#大专
#"8

名$

&32#P

%#本

科及以上
!%!

名$

%#2#P

%'职称!护士
%!!

名$

$"2'P

%#护师

%'!

名$

&%2%P

%#主管护师及以上
#'

名$

'2!P

%'工作科室!

外科
!/#

名$

#!2$P

%#内科
!$3

名$

%82'P

%#妇产科
$8

名

$

32%P

%#急诊
&/

名$

!"28P

%#

,(b&%

名$

!"2"P

%#儿科和手

术室共
&!

名$

328P

%'

=2>

!

方法

=2>2=

!

调查工具
!

调查工具均为自陈式问卷#由
#

部分组成'

$

!

%临床终身学习制约因素调查表!从主)客观角度设置题项#

包括年龄)学历)参加培训及学习的机会&有无终身学习意识#

自主学习能力等'$

%

%修订版杰弗逊终身学习意向量表$

KZ7

T̂ ^

%!由
d-

4

><

等*

%

+等于
%""/

年发表#用来评价临床医生或

护士是否具有终身学习意向#

%""3

年修订后为
!$

个条目#共

分
#

个维度*

#

+

'作者征其同意后将其用于临床护士的调查#采

用
;̂;

改良回译模式*

'

+对量表进行翻译和回译'分别由两名

精通中)英文的专业翻译人员进行独立前译和回译#并进行文

字比较#根据比较差异调整译文并形成新译文#由第
#

名翻译

经验丰富的护理专业双语译者进行回译#再由上述两名进行比

较)调整#形成中文版
KZT̂ ^

'采用
1̂N;F<$

级评分法$

!`

非

&#/%

重庆医学
%"!%

年
3

月第
$!

卷第
%&

期



常不同意#

%̀

不同意#

#̀

同意#

$̀

非常同意%#分数为
!$

!

&/

分#得分越高表示意向越强烈'各维度
(Y,

值为
!2""

#总量表

和分量表的
(F-6E>B?h5

6

为
"28!

!

"28/

#

&"

名护士隔
%

周后

重测信度为
"2'3

'

=2>2>

!

资料收集
!

%"!!

年
'

!

!%

月从医院科室中选取符合入

选标准的护士#征得她们的同意'由各科室护士长在科室例会

后集中发放问卷#给予统一指导语的同时强调应答真实独立的

重要性#保证每位护士在充分理解条目意义后进行自评#填完后

由研究者逐项检查#遗漏或错填当场改正后立即收回'量表回

收后#采用双人录入数据#经逻辑检错修正后进行统计分析'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TZZ!#2"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用构

成比)

IQ?

描述一般资料和各量表得分'采用方差分析)多元

逐步回归法分析各制约因素对终身学习意向的影响'以
A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护士
KZT̂ ^

各维度得分及条目均分
!

学习信念及动机

维度包括
3

个条目#学习机会关注度维度包括
#

个条目#信息

素养维度包括
%

个条目'各维度条目的得分均数除以该维度

总分数即为得分率'见表
!

'

表
!

!!

护士
KZT̂ ^

各维度得分及得分率$

$ &̀!3

%

维度 得分均数$分% 维度总分$分% 得分率$

P

%

学习信念及动机
%#2!! #/ /$2!3

学习机会关注度
/2'% !% &/2""

信息素养
#2%3 8 $!2!#

总分
#!28! &/ &/28"

>2>

!

各制约因素在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的得分比较
!

调查对象

的一般资料除不同学历和护龄在
KZT̂ ^

总分上存在差异外#

其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A

%

"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

个因素
KZT̂ ^

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2"!

%#见表
%

'

表
%

!!

护士
KZT̂ ^

得分方差分析结果$

$ &̀!3

%

项目
$

总分$

IQ?

%

-

"

: A

参加培训及学习的机会

!

很少
8! %'2$8Q#28! #23% "2"#

!

一般
##" %828&Q$2!#

!

较多
!"8 #"2&#Q$2/3

统计学知识

!

好
$/ #$2%!Q$2&" 32$/& "2""

!

一般
%&& %3233Q#2$$

!

差
%!8 %/28#Q&2"%

统计软件操作技能

!

好
!# #$2&#Q$288 82'%' "2""

!

一般
!3! #!2#'Q$2#$

!

差
#!& #"2!!Q#23/

科研基础知识

!

好
$$ #&2!!Q$2"& !$2%%3 "2""

!

一般
%"/ #"2&#Q#2'%

!

差
%/3 %82#/Q#2$3

工作负荷过大

!

是
!&% #!23/Q$2## '238" "2""

!

否
#/' %823!Q#28"

群体中终身学习者

!

有
#88 #"2"'Q$283 %2!!8 "2"#

!

无
!#! ##28!Q$2&3

自主学习能力

!

好
#/ #$2&/Q&2&# '2!'8 "2""

!

一般
%!8 #%2%3Q$2$3

!

差
%/& %82#'Q#2'!

续表
%

!!

护士
KZT̂ ^

得分方差分析结果$

$ &̀!3

%

项目
$

总分$

IQ?

%

-

"

: A

终身学习意识

!

有
!$$ #$2'/Q&2"% !!2!8! "2""

!

无
#'& %82#&Q$2/#

图书馆等学习资源匮乏

!

有
##& %323$Q&2/$ !"23#& "2""

!

无
!8$ #&2%&Q/2!3

>2?

!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

以
KZT̂ ^

总分为因变量#以上

!%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其转换为哑变量后进行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检验水平
6

入
"̀2"&

#

6

出
`"2!"

#多元回归方程结果

显示#自主学习能力$

0!

%)统计软件操作能力$

0%

%)科研基础

知识 $

0#

%)学习资源匮乏$

0$

%)终身学习意识$

0&

%进入回归

方程#以
KZT̂ ^

得分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M&P!'3M

"P"8!0!S"P!#$0%S"P"$#0#M"P"#30$M"P"8'0&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

A`"2""

%#

9

%

`"2#%$

#即
&

个制约因

素能解释护士终身学习能力变异量的
#%2$"P

'

?

!

讨
!!

论

?2=

!

临床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的现状分析
!

在本次调查中#护

士终身学习意向总分为$

#!28!Q8233

%分#低于国外护士水平

$

#/28"Q'2%"

%分*

8

+

$

:̀ '2"%8

#

A

&

"2"&

%'可能与国内较少重

视医学生在校期间终身学习)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及国内外教

学理念)教学模式不同有关*

3

+

'分析各维度得分率可得知#学

习信念及动机维度得分率最高#信息素养维度最低#说明目前

护士虽对终身学习抱有良好的愿望和积极的态度#却仍被获取

信息所需的基本素质#专业素质和科研素质等因素制约#这与

UD>6<15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可以从加强护士学习动机

和信息素养入手提高护士终身学习意向'在本次调查中#护

龄#学历不同护士
KZT̂ ^

评分存在差异#这与英国和澳大利亚

的研究结果相似*

!!7!%

+

'文化程度越高#学习资源的利用和护

理科研知识的获取越容易'工作年限越长#继续学习的热情越

弱'刚进入工作的新护士有较强烈的学习需求#对自我价值的

提升存在较强的期待感#而年长的护士的学习动机大多源于自

己的求知兴趣*

!#

+

'所以管理者应该深入洞察各层次护士终身

学习的内在需要和动机#有针对性地发挥激励机制#适当授权#

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积极改善护士终身学习态度#同时也要

通过培养信息素养间接改善护士终身学习意向'

?2>

!

临床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现状的影响因素

?2>2=

!

终身学习意识
!

调查结果表明有无终身学习意识影响

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终身学习主要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主动地

接受教育自主地获取知识#这就需要护士具有极强的意识去开

展终身学习的活动'具有较强学习意识的护士更易于产生积

极的情绪体验和态度*

!$

+

#也更加清楚自己的内在需要和工作

意义#进而更愿意在临床学习)探索#形成良性循环使终身学习

意向趋于强烈'管理者可以在平时工作中潜移默化地启发护

士进行终身学习#强调,学校毕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终结-的观

念'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榜样作用#公开表彰奖励群体中的,终

身学习者-#形成良好的院风'领导还要善于肯定护士#加强对

护士的情感支持#保持其学习内驱力'

?2>2>

!

自身科研能力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护士统计软件操

作技能和科研基础知识能够影响护士终身学习意向'科研活

动是获取新理论)探索新方法)推广新技术的重要手段#是护士

成为终身学习者的有效途径#正是在科研过程中的探索和思考

激发了护士的学习热情#同时取得的成果也增强了护士的满足

感和自我效能感'对此可定期安排相关专家就电子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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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科研意识的养成#发现问题后解决问题途径等进行讲解#

同时教会护士使用网络)媒体等获取信息并将其应用于临床科

研工作的方法#鼓励护士撰写论文#对表现突出者可提前安排

外出进修或接受专科护士培训#通过各种激励的方式提高护士

终身学习的相关能力'

?2>2?

!

自主学习能力
!

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是护士终身学习

的基础*

!&

+

'护士的自主学习指无外力的帮助下护士能够主动

根据学习需求形成学习目标#评估可利用的资源选择并执行合

适的学习方法和评价学习效果*

!/

+

'本次调查中护士自感自主

学习能力较低者占
&!2"/P

$

%/&

"

&!3

%#说明多数护士不能较

好地进行自主学习#缺乏将学习需求转化为学习目标和学习活

动的能力#这与文献*

!'7!8

+调查结果恰好相反#可能由于样本

选择范围不同导致'有调查表明影响护士自主学习能力的因

素为对护理专业的感觉)工作职责)所在科室及培训层次*

!8

+

'

对此管理者可以在入职培训及日常工作中加强护理专业思想

教育#同时指导不同层次)不同职责的护士建立学习目标#选择

合适的学习资源#保证每名护士能顺利开展自主学习'在科内

每月组织
!

次业务学习#护理部每季度组织全院性业务讲座

!

!

%

次#同时开展临床护理问题自主学习笔记展评活动#要求

护士以多媒体形式进行汇报#同事和领导共同参与讨论'

?2>2@

!

工作负荷及学习资源利用情况
!

本次研究表明护士工

作负荷过大和学习资源匮乏是
KZT̂ ^

的独立影响因素$

A

&

"2"!

%#如果护士工作负荷过重则没有宽裕的时间从事科研活

动和自主学习'因此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医院护士人数来缓解

这一制约因素#医院的图书馆是临床护士开展学习的最佳场

所#但开放时间少)对象局限)书刊更新速度慢等因素限制着学

习活动的开展'医院应该加强学习资源的开放度#增加科研和

进修资金的投入量#如定期发放院外查阅文献的充值卡#对科

研项目获得者予以资金奖励等'组织外派学习者进行汇报讲

座#科研成果获得者分享经验#然后组织科室内以小组讨论形

式学习'通过创建具有磁性特征的学习环境#使护士的学习渴

望变为学习动力#逐步提高终身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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