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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回顾对本科护理专业的学生学业复原力概念及起源、评估工具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提出增加护生学业复原力的措施和方

法，以期为未来研究护生学业复原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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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要

求保障护士合法权益，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关心关爱医护人员

的要求，为护士执业创造更好的条件[1]。作为护理学科重要组成部

分、护理行业的后备军，护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响应国家相关

政策要求，本科护生的招收数量呈上升趋势。护生的教育过程是比

较严苛的[2]，本科护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和适应压力[3]。护理教育旨

在确保学生能够地接受充足完备的培训，成为合格的护士。研究表

明，学业复原力作为学生成功应对学校日常学习活动中各种学习困

难的能力[4]。学业复原力是指学生成功应对学校日常生活中典型的

学业挫折、挑战和困难的能力。包括应对作业难度大、考试压力、

学业竞争等问题。 

1 概念及起源 

学术复原力是一种在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反映日常学术弹性的

结构，被定义为学生成功应对学业挫折和挑战的能力。从 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的理论概念研究开始，发展到多种学科领域。学业复

原力主要研究人群为儿童、青少年、大学生等学生群体，是心理复

原力的维度之一。在随后的发展中，表明个体复原力确实存在差异，

且各领域相关较弱，因此“情绪复原力”“行为复原力”“学业复原

力”等指向特定领域的复原力概念应运而生。 

学业复原力概念最早由 Martin[5]等人于 2008 提出。传统的复原

力研究所包含人群仅限于经历过极端逆境的相对少数人，然而现实

是学校中的绝大多数学生面临着不那么极端但却急需解决的学业

问题。亦有研究者认为日常性学业复原力是指学生能够以应对学习

生活的困难问题，使个人能力得到锻炼来获得未来良好学习能力的

过程[6]。 

2 测量工具 

（1）护理学生学业复原力量表 (Academic Resil-ience Inventory 

for Nursing Students，ARINS) 

该量表由我国学者李承杰[7]等于 2017 年编制，用于测量护理学

生于护理专业学习过程中，面对学业困难或挫折时的认知、情绪与

行为反应等能力，以利于护理学生自我检查与了解。量表包括认知

成熟、情绪调整和求助资源 3 个维度，共计 1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式 5 级计分法，Cronbach’α系数为 0.92，信效度良好。 

（2）日常性学业复原力问卷 (Everyday Academic Resilience 

Questionnaire，EARQ) 

该量表是由我国学者孙蔚雯[8]于 2009 年根据 ABS[5]的量表翻译

修订所成的，是国内最早用来测量学业复原力的量表。量表表为单

维 4 项目量表，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71。该量表采用 Likert

式 5 级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日常学业复原力越强。 

3 研究现状 

护理专业本科大三学生研究认为其复原力水平为中等，但学校

教育应该授予护生一定的抗学业压力的技能。在对护生复原力进行

有力的教育举措干预之后，研究发现实验组护生的复原力水平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总的来说国外学生的学业复原力水

平差异较大，研究领域较宽泛。教育学一直是学业复原力研究的“主

战场”。国内外无论是所涉及研究领域的宽度还是研究深度都还具

有一定的差距，且均未形成完整的学业复原力研究以及相关理论体

系。 

4 影响因素 

纵观许多学业复原力的研究，其一般人口学影响因素包括：性

别、年级、生源地、性格、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看好护理事业发展

前景等。 

在以往的学术复原力研究中，性别研究结果参差不齐。有研究

调查显示男生的学业复原力水平要显著高于女生的学业复原力水

平，也有研究结论与之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外文献研究

结论都一致认为女学生的学业困扰以及学业焦虑水平一直高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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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Martin[5]研究发现年长的学生比年轻的学生要遭受更高水平的

学业焦虑。一般认为职业教育一年级学生的学业挫折感得分显著高

于二年级的得分，这可能与低年级学生应对方式尚且不够成熟，无

法妥善地处理学业挫折有关。目前学业复原力相关研究中对年级的

相关结论较少，这提示还需要今后研究进一步去探讨。一般认为对

未来期望越高的学生越有学习动力，其学业复原力水平越高。在学

校中学生比较主要的两种社会关系分别是同学关系与师生关系。 

5 对策及建议 

职业作为人生的一大重要抉择对个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适时的引导护生对专业的丰富情感是护理教育者在所难免的重

要手段。学校也应尽可能的提供护生能够发展个人兴趣爱好的场所

和资源，开展跨学科合作教育培养深化发展护生的个人能力增强应

对困境的信心。 

教师给予的正面评价带给学生的积极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这说

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接触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和情感沟通。尤其是部

分学生成绩堪忧或者成绩尚处于有很大上升空间的时候，老师的态

度和语言上的褒贬对护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通过提供保护性因素，如关爱学习环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

健全的师生关系和积极的期望，来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业复原

力。 

第二，同学关系是提升学校归属感从而提高学习意愿的极为关

键的切入点。学校领导的严格管理和校规校纪的有力规范能促进文

明和谐校园的形成。护理专业以女性群体为主导，女性的情感特点

更为纤细敏感。所以，鼓励学生多多的参与校园和班级的课外活动

也是培养良好同学的关系减少同学疏离感的有力之举。 

第三，学校需要发挥引导作用，打造校园文化建设。进入大学

前护生的生长环境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不同的学生在社会文化中感

受各异。校园文化氛围和学校领导对学生的学业复原力影响力度是

不可忽视的[5]。随着高等教育水平不断发展，高校给予学生的校园

文化更像是一种优势积累。鉴于少数民族护生甚至是外籍护生的人

数也在不断增多，那么校园文化建设应有意识、有主动性的帮助他

们增加自己的对专业的需求感从而增强学习能力。另外，在护生实

习阶段，学校要与医院联合共同构建让护生有归属感的临床环境避

免在实习过程中护生萌生放弃医院作为择业的想法。 

护理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职业，护理课程内容应囊括更广

泛，包括护理哲学、护理史、护理教育以及临床护理者等不同领域

的声音。个体的为之努力的信念以及责任心也能够正向预测学业复

原力[4]。在教学进程中应基于案例或设定场景来模拟进行护生专业

精神和个人道德的培训，因为患者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也需要个性化

的关注。 

6 小结 

护生的学业复原力已成为现今护生必备能力之一，但护生的学

业复原力水平还需要继续加强，影响因素还需完善。本文阐述了护

生学业复原力的概念、影响因素、改进措施等相关内容。未来建议

可通过扩大研究范围，加深领域、开展干预性研究来为提高护生的

学习能力提供依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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