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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护生逆商的研究现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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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本科护生逆商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发现护生逆商水平普遍不高，从研究结果来看护生逆商与自我效能感相关性较强。因此在分

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可以通过加强逆商教育的认知度，重视培养逆商的环境，完善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视提升逆商教育体系，以及完善护生自身

人格特质，重视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培养等方面来提升护生的逆商水平，为护理教育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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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伴随老龄化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

近些年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越来

越高，然而作为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士也备受关注，特

别是对护士的临床综合能力要求也在不断提升，然而护生作为护士的主

要储备人才，她们面临的挑战也就越来越大。那么对于护生的逆商训练

就成为教育环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本文通过对护生逆商的研究现状

进行综述，旨在为本科护生的逆商教育提供参考。 

一、逆商的研究现状 

逆商[1]全称逆境商数，指个体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保罗.史托兹在《逆商》一书中描述，在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成就主要取

决于个体的逆商，因为逆商能反映出个体抵御逆境和战胜逆境的能力，

能判断出谁会战胜逆境，谁会放弃。书中还提到人们对于逆商的认识和

研究在很早就已经出现，目前我国关于逆商的研究从文献资料来看起步

较晚，逆商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逆商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

因素，影响人际关系、学习质量、心理健康和就业，加强逆商教育，可

以帮助学生磨砺心志，学会用毅力、韧性、技能和智慧正确地面对和解

决困难，有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2]。敖洁等[3]对 1195 名大学新生的逆境商

数和自我监控能力的调查发现，大学新生的逆境商数总体较高，能克服

一般困难并适应生活，但其面对逆境时控制力不够，高校应有针对性地

进行挫折教育，以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杨玉仁[4]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走

访调查综合研究，调查问卷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对逆商教育的认知、与周

围同学及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生活学习问题的困扰、对就业问题的认

识、对所面临困境的态度等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逆商能力方面

的认识存在不足。以上研究着重体现了大学新生的逆境商水平较高的现

状，大学生对逆商教育的认知以及逆商与就业、人际关系等的相关性。

高峰等[5]采用逆商量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和考试焦虑量表对大学生进

行施测结果发现，大学生逆商、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之间均显著

负相关，逆商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大学生逆商和学业自我效

能感可负向预测考试焦虑，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逆商与考试焦虑关

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周政[6]随机抽取 280 名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以逆境商量表、归因方式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

大学生逆商水平，归因方式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逆

商水平与正性事件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性事件存在显著负相关，即大

学生逆商水平越高，归因方式越积极，大学生逆商水平与自我效能感存

在显著正相关，即大学生逆商水平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大学生负性

事件在逆商水平与自我效能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以上两个研究充

分显示逆商与自我效能的相关性。 

通过对目前大学生逆商现状的资料发现，大学新生的逆商水平尚可，

以及大学生的逆商与自我效能有较强的相关性，这就启示我们应该在学

生入学后如何更好的提升大学生的逆商，并保持在较高水平，使学生能

够更好的应对学习和生活乃至毕业后工作中的种种挑战与困难。同时提

示我们应该在高校的教育中着重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二、我国护生逆境商现状 

护理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护理人员的关键环节，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7]。近些年对于护生逆商研究的结果发现，高校护生逆商水平普遍不高，

面对挫折、摆脱逆境的能力尚待提高，也提示高校应注重对护生逆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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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8-11]。王丹妮等[12]通过对在校本科护生 234 名调查研究发现本科在

校护生逆境商总分为（127.47±13.98）分，处于中等层次水平，不同性别、

民族、年级、学业成绩的本科在校护生逆境商总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

是否为独生子女、户口类型、家庭教育方式、人际关系、是否适应集体

生活是本科在校护生逆商维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此项研究结果

表明护理学专业教学过程中很少有逆境教育，本科护生的逆商水平需要

更好的提升，建议高校护理教育者通过改变的外部因素以提升护生逆商，

使护生逆商水平增长。严培晶等[13]采用路西逆商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

表对 631 名护生进行测试和分析，结果发现护生的逆商指数得分为（68.60

±5.94），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5.14±4.72），逆商及其 5 个维度均与自我

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P＜0.01）。此项研究结果显示护生的逆商和自我效

能感相互影响，这也提示可通过提高护生的抗挫折能力提升学生自我效

能感，同时提升护生的自我效能感也可能正性影响其应对逆境的能力，

这研究结果与周政[6]的研究结果相似。罗思敏等[14]对 284 名护生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本科护生学业韧性总分为（95.10±9.87）分、逆商总分为（127.54

±10.29）分，本科护生学业韧性中的悦纳、目标导向、意义导向、专注

当下、认知解离 5 个维度与本科护生逆商水平均呈正相关（P<0.05），结

果说明本科护生学业韧性处于较高水平，但逆商处于中等水平，护理教

育者应加强对本科护生学业韧性以及逆商的培养教育，进而提高其逆商

水平。以上几所本科院校的护生逆境商都处于中等水平，但逆境商各个

维度得分不尽相同，提示各高校应根据本校护生的逆境商实际水平，并

根据各个维度得分情况制定系统科学的培养方案。 

由于护生在校学习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环节，一是以理论学习为主的

校内学习，二是在学制 后一年分临床实习。上述研究主要是在校接受

理论课学习的护生，下面的研究主要反映临床实习护生的逆商情况。张

琪等[15]采用路西版逆商量表对 212 名本科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分

析其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本科实习护生应对逆境的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高，提示护理教育者应重视逆商教育，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

容，加强其逆境应对能力。周志庆等[16]对 191 名刚下临床的实习护生作为

调查对象，采用逆商量表、心理资本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

研究结果发现，实习初期护生逆商总分为（128.68±11.52）分，心理资本

总分（120.11±16.95）分，可以通过提高护生的心理资本水平和幸福感指

数来提高护生的逆商水平。以上研究显示临床实习的护生的逆商现状，

也同样说明护生娥逆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刚快更好的适应临床

护理工作。 

三、提升护生逆商的路径思考 

根据目前的在校护生逆商的现状研究，加强和提升逆商教育尤为重

要。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护士逆境商水平，改善其应对逆境的能力，

大限度调动护士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17]。那

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考虑。 

（一）加强逆商教育的认知度，重视培养逆商的环境 

逆商培养环境的建立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学建议应该积极建

立提升护生逆商水平的环境，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建立网络环境。学校

与护生家庭建立相互交流的平台，社会在各个平台建立逆商教育主题，

设立逆商提升训练方法等。例如护生每日在学校公众号平台上以大学生

分享各个学生的学习及生活中的困难以及自己是如何解决的或者可以征

集信息，让大家提供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思路。这样就给护生们提

供一个自我表达与社会认同，人际关系的维护、消遣娱乐的平台，通过

使学生感兴趣的网络平台的利用，引导舆论积极走向，使护生能够日常

生活中不断提升积极的思维方式，对于较多的困境有了提前学习和认知

的机会，同时养成正向思维习惯，提升逆商。 

（二）不断完善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视提升逆商教育体系 

在教育体系设计方面，教育教学体系中嵌入系统的逆商教育模块是

提升逆商教育的有效途径[18，19]。根据护理学专业课程的特点，可以在教学

环节中设计不同的逆境训练模块，在专业的课程中为学生营造护理临床

问题情境，激发护生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够主动思考，积极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课堂教育方面，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改革来提升教学水平，

可根据护生逆商水平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构思运用不同分教学方法来

开展挫折教育[20]。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增设关于逆商的理论课程内容之

外，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定期组织护生开展挫折教育活动，在加强护

生对逆商认知的同时，通过挫折教育活动来提高护生的逆境反应能力、

增强自信心，使其在面对挫折时能勇于应对[21]。另外在评价体系中要注意

合理评价护生的自我价值，以避免护生的自信心逐渐丧失。 终，通过

设计合理的教育教学体系，改革课堂的教学方法以及各种教学活动的开

展，全面提升护生的逆商水平。 

（三）完善护生自身人格特质，重视自我效能感与应对方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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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育者可通过设立高校学生潜能发展中心，定期开展活动，

给学生提供心理支持，使护生面对不同挫折时不会产生过度焦虑，不断

增强和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进而提升护生逆商水平。同时借助心理教

育课堂，强化和引导护生，让其意识到提升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性，面对

挫折时能够勇敢积极面对，并能做出合理的应对反应。另外建立其积极

人际关系应对机制，与父母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都会影响护生的积极

心理资本水平，因此，学校应努力在校园营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氛围，

增强护生在学校的心理归属感[22]。研究发现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及生活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选择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方式去

处理问题与缓解压力，有利于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其专业适应性[23]。

因此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也要重视护生逆商的培养，在生活中或者社会

实践中家长应该积极鼓励其去大胆尝试，遇到困难或者挫折家长尽可能

不要过多干预，应该积极正向鼓励使其战胜挫折，提高其面对挫折的适

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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