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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实习护生角色认知与临床实践行为的关系研究
孔德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了解护理本科生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与临床实践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为学生提供护理教学。方法：
此次研究中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学生展开了调查，选取我院 2019-2021 年度本科实习护生 60 名进行调查，在调查后将有关数
据进行收集，并整理分析。结果：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本科实习护生对于角色的认知度普遍处于中下水平，而学生的临床实践能
力也不太理想，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结论：通过此次研究，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强弱与学生对于角色的认知有
着重要关联。本科实习护生对于角色的认知度越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就越高。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带教教师
应充分引导学生，引导学生的角色意识，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职业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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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这一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实践为主，而学生的

临床实践能力也被看作是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健康需求，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

过程中，护士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我国护理事业的不

断发展，护理本科院校的招生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作为即将踏

入护理行业的预备选手，本科实习护生对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

认知和感受影响着学生日后的发展。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引导，

提高本科实习护生角色认知。本文便对本科实习护生的角色认

知与临床实践行为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根据实验

结果开展有针对性的开展临床教学活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选取我院 2019-2021 年度本科实习护生，共 60

名。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女性，年龄在 20~22 岁之间，平均年龄

21.6 岁。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工具为调查问卷，通过自制的调

查问卷对学生的临床实践行为以及角色认知两个方面进行调

查。其中，角色认知量表共包括 21 个条目，总分共 100 分，

学生得分越高，则证明学生对于角色的认知越高，得分越低，

则证明对角色的认知越模糊。而临床实践行为量表共包括 28

个条目，总分为 100 分，学生得分越高，则证明学生临床实践

能力越强，得分越低则证明学生临床实践能力越差。

1.2.2　调查方法

在制定好调查问卷后，向学生讲解此次研究的目的及方法

以及调查问卷的大致内容，统一向学生发放问卷，并统一进行

答卷，之后再统一进行回收，并利用专门的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问卷共发放 60 份，回收 60 份，回收率为 100%。

1.3　统计学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所有涉及到的数据均是采用专门的软件来

进行处理，以 P<0.05 代表两组患者数据中存在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价值，反之，则代表差异不具有价值。

2　结果

从表 1 能够明显看出，本科实习护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与学

生对于角色的认知有着密切关联，学生对于护理的认知度越高，

其临床实践能力就越强（p<0.05）。

例数 得分
角色认知 60 43.6±5.23

临床实践行为 60 68.56±6.21

表 1本科实习护生对于角色的认知以及临床实践行为得分

3　讨论

从本研究的总体来看，本科实习护生对于角色的认知度保

持在中等偏低的水平。这可能与多种因素有一定关联：①本科

实习护生自身缺乏奉献精神，对于职业的规划上没有较强的意

识。由于刚开始接触临床护理工作，对于大多数的工作都还不

太熟悉，正处于由理论到实践的过渡阶段。②对于学生的职业

规划教育还不太全面，并且缺乏相关的法律，资金及人员的保

障，导致学生不能清晰地意识到护理这一职业对于自身而言意

味着什么？③由于学生刚接触临床护理工作，对于工作环境较

为陌生，无法融入其中，因此也无法带入角色，这也会出现较

为强烈的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现象。

而根据本研究，本科实习护生的临床实践行为处于中等偏

上的水平，但通过调查能够发现，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

力还较差，而导致学生临床实践行为较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

生在参加实习前会进行岗前培训，长期的培训过程中导致学生

的技能操作能力较高，也可能是因为学生对于理论知识较为感

兴趣，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忽略了对于理论知识的应用。

针对学生的这些问题，承担实习任务的医院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不断提高学生对于角色的认知。首先需要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教学相结合，让学生拥有更多研究和讨论病例的机会，在此

过程中能够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增长。在学生入学时对学生进

行综合测评，根据学生的性格，爱好及职业兴趣等多方面来制

定和利益的教学方案，做到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和教育。也可

以进一步推进导师制在学生步入临床实习阶段由专门的教师指

导和带领学生，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见习机会，进一步了解护理

工作，提高对护理的认知。作为未来我国护理事业的中流砥柱，

本科实习护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着我国护理事业的

发展。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更应引起重视，通过引导学生，

让学生能够对自身角色有更高的认知，明确对于角色的定位，

从而更好地进行职业规划，最终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行为，为

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在护理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应注重

学生的职业发展以及价值取向，如此才能进一步促进护理学科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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