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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学生人文关怀能力自评与他评的差异性研究 

马依热古丽·尼斯尔，何 梅，李 雪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本研究针对新疆某临床医学院本科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自评和他评的调查分析，寻找两者的

差距及产生差距的可能原因，从而调整在校护理本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模式，为促进人文教育更贴近病人的需

求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评”和“他评”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评估选用的是黄戈冰研制的《护理

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量表》，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82 名在本科学生进行调研。结果 “自评”结果显示，人文

关怀能力总得分为（112.45±12.48）分；“他评”结果显示，学生的人文关怀行为得分为（96.29±15.32）分，

（P<0.05）。结论 学生的“自评”人文关怀能力结果高于“他评”人文关怀能力，两种评估方法中学生的人文关

怀能力总体均偏低，应提高护理专业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培训力度，临床实践中多去观察，应探索切实有效的培

养策略，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工作中更好的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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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elf-evaluation and self-evalu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ies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t a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in Xinjiang, an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The goal is to adjust the mode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that is closer to 
the needs of patients. Method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both “self-evaluation” and “peer 
evaluation” methods. The evaluation selected the “Human Care Ability Scale for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ed by 
Huang Gebing, and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82 undergraduate students. Results The self-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score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was (112.45 ± 12.48) points; The results of the “He Ping”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score of students' humanistic care behavior was (96.29 ± 15.32) points, (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of their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ir self-evaluation of their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Both evaluation methods show that students'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is generally low.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training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for nursing students, observe mor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plor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training strategies, improve students'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nd better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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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能力是护理人员综合护理能力的核心能

力之一，也是重要的护理软技能之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医疗服务人文关怀：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也指出，全

面提高护理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护理专业人文教育，加

强师资队伍和临床实践教学基地能力建设[1]。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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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人文关怀护理的直接提供者，也

是护生接触临床实践的启蒙者。目前，国内外关于人文

关怀能力的研究主要针对临床护士、护生等群体，本研

究主要阐述临床护理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自评和他评

的调查研究情况，寻找两者的差距及产生差距的可能

原因，从而调整在校护理本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模

式，为促进人文教育更贴近病人的需求提供参考依据
[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用黄戈冰研制的《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

怀能力量表》，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82 名在校本科学生

进行调研，男 11 例，女 71 例。入选标准：（1）本科

在读；（2）处于实习阶段；（3）对本次研究调查知情

且同意，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1）问卷调查填写

不合格者；（2）对后续研究流程不配合者。 
1.2 方法 
黄戈冰研制的《护理专业大学生人文关怀能力量

表》合计包含 8 个维度，45 个条目：灌输信念和希望

（9 个条目）、健康教育（7 个条目）、人道、利他价

值观（6 个条目）、科学解决健康问题（4 个条目）、

协助满足基本需求（4 个条目）、提供良好环境（5 个

条目）、促进情感交流（5 个条目）、帮助解决困难（5
个条目）。 

量表均匀性系数由αChronbach's 系数估计，总表

为 0.904，测量值为 0.639-0.842；半信半疑 0.925 置信

度重估为 0.824。使用CVR来评估尺度内容的有效性，

专家认为 CVR 为 0.960。量表的结构有效性得到了两

个指标的因数分析的证实一个是比额表的度量之间的

关联一个是各度量与汇总表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维

度测量之间以及维度整体之间存在相关性，但程度不

同。采用主要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值>1
为标准提取 8 个常见因子，累计贡献 48.391%，8 个因

子用于所有负载目的大于 0.35，因素分析，确定护理

能力的实际模型基本符合原有的理论概念。 
1.3 统计学方法 
SPSS 23.0 软件对所统计的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析，计量资料（ ±s），t 检验，计数资料（%），χ2

检验。P<0.05 说明有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自评"与"他评"结果 
学生的"自评"人文关怀能力结果高于"他评"人文

关怀能力，如表 1： 

表 1  "自评"与"他评"结果（ sx ± ，分） 

组别 例数 评分结果 

自评 82 112.45±12.48 

他评 82 96.29±15.32 

t - 7.4057 

P - 0.0001 

 
3 讨论 
现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伴随着

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医学的快速发展往往导致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被淡化，社会更加重视技术细节，以及医

疗经济的巨大市场和效益[3]。但忽视了医学必须伴随的

仁爱和善良，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关系逐渐遥远化，

在这方面，人文关怀的概念正变得越来越冷淡。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自评"人文关怀能力总得

分为（112.45±12.48）分；"他评"人文关怀行为得分为

（96.29±15.32）分，（P<0.05），学生的"自评"人文

关怀能力结果高于"他评"人文关怀能力，可见两种评

估方法种，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总体均偏低。分析影响

护理本科学生人文关怀能力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1）
学习成绩和与父母的关系：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可能缺乏信心和经验，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在

临床实践中的表现，一个缺乏信心的学生可能会在病

人面前感到压力，使人的护理变得困难[4]。此外，学业

成绩低可能表明缺乏理论知识和学生能力，这也影响

了他们在实践中履行人文关怀的能力。家庭环境和与

父母的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和社会能力有显著影响。家

庭环境对护理本科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有显著影响。研

究表明，亲密关系、内外人格都是影响人文关怀能力的

重要因素。亲密的家庭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同理心

与照顾他人的能力，而神经质和内向可能会阻碍这种

能力的形成[5]。家庭经济也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照

顾他人的能力，社会弱势家庭会给学生带来额外的压

力，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人文关怀和表达能力。（2）
同龄群体关怀氛围：同龄交友氛围是影响学生交友能

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缺少同龄群体关怀氛围学生

可能无法从同学、朋友那里获得足够的支持力，会影响

他们人文关怀的能力[6]。（3）学校教育：护理人文教

育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慢慢普及，

导致护生缺乏人文知识和护理技能；护理课程中的人

文社会知识教学不足会导致学生在学校没有充分学习

和理解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学生对人文关怀的理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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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使他们难以有意识地开展人文关怀；教师对人道

主义护理教育的重视不够，导致学生在学校接受人道

主义护理培训不足[7]。（4）临床实习环境：在实习过

程中，导师提供的人文关怀水平和培训时间等因素会

影响护士提供人文关怀的能力，不合理的人员配置和

资源配置等因素也是影响护士提供人文关怀能力的重

要因素[8]。护士人手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当可能导致护士

在工作中无法充分满足患者的需求，从而影响护士临

床培训的有效性。 
以上影响因素提示护理专业高职院校和教学医院

应加强合作，加强培训力度，应探索切实有效的培养策

略，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让患者满意。基于此，

本研究查询文献，总结过去不足之处，制定出以下解决

策略：（1）学习成绩与家庭氛围方面，加强护理理论

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从

而在临床实践中实现人性化治疗。学校和家庭必须共

同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积极和良好的家庭环境，父母

应该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和帮助[9]。（2）同龄群体关怀氛围方面，定期培训，

并邀请专业的人文关怀讲师或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解

释概念、方法和人文关怀护理技术，其中可能包括如何

与患者有效沟通，了解他们的情绪和需求，并提供心理

支持。还可以使用场景模拟练习、情感交流圈等活动，

让学生体验患者的感受，了解他们的需求，更加关注日

常护理中的细节，提高护理服务的温度[10]。（3）学校

教育方面，护理教育者应加强学生人文关怀教育，通过

课程、实践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学校

应营造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

感受到重要的人文关怀，并组织各种活动。通过培训、

实践和其他方式，让学生可以在实践中接触和体验人

文关怀，提高他们在实践中进行人文关怀的能力，教师

要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专业技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学

习和培养人文关怀技能。（4）临床实习环境方面，帮

助学生了解不同背景下患者护理的需求，尊重患者文

化差异，提供更多的精细化护理服务，为学生提供情感

支持和心理咨询，帮助他们控制个人情绪，保持积极的

工作态度，良好的情感支持可以帮助学生应对临床实

践中的压力和挑战。 
综上所述，对于护理本科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总

体均偏低的情况而言，护理专业高职院校和教学医院

应加强合作，针对影响因素制定相应解决措施，以提高

学生的人文关怀能力，从而提升学生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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