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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与深度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分析积极学

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和深度学习能力间的中介作用,为提升护理学生深度学习能力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2024年3月通过便利抽样法从江西省2所医学院校抽取了431名护理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

查表、自我反思与洞察力评价量表、积极学业情绪量表对431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学生自我

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深度学习能力得分分别为(78.77±9.72)、(76.45±10.93)、(121.95±16.81)分。
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与深度学习能力均呈正相关(r=0.451、0.813,P<0.01);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

反思洞察力和深度学习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占比为57.93%。结论 护理专业学生自我反思洞察

力、积极学业情绪与深度学习能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我反思洞察力可通过积极学业情绪间接影响深度

学习能力水平。教育工作者应探索不同的教学策略提高学生的自我反思洞察力,激发学生积极学业情绪,以提

升其深度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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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宣布将护理学和

助产学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1],这一政策变动反

映了国家对护理人才培养的重视,旨在提升护理教学

水平并确保就业质量。深度学习作为教育研究中的

重要议题,自 MARTON等在20世纪末首次提出以

来,便在国际教育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何玲等[2]

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引介,推动了我国教育领域对深

度学习的认识。深度学习注重学习者主动获取知识

并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关注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3]。学生深度学习受诸多因素影

响,其中自我反思是一个重要因素。自我反思是个体

对自身思想、感觉和行为的检查和评估的过程[4],不
仅能激发学生自我意识,还能促进深度学习能力和专

业的发展[5]。而洞察力则是个体对感知、情绪和行为

清晰性的觉察能力,对于揭示问题的本质、理解知识

的内在逻辑至关重要,与深度学习能力密切相关[4]。
有学者认为,洞察力是反思的高级功能,其依赖于反

思的实践,没有洞察力的反思可能会失败[6]。学业情

绪是学生学业活动有关的各种情绪体验[7]。积极的

学业情绪有助于学生认知活动的开展和主动学习的

培养,提升学习满意度[8]、学习投入度[9],进而影响学

生深度学习。然而,目前研究中鲜见有关护理专业学

生深度学习能力与积极学业情绪、自我反思洞察力三

者间关系的报道。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分析三者之间

的关系,探讨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和深度

学习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护理学生的深度学

习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4年3月通过便利抽样法从江西

省2所医学院校抽取了431名护理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纳入标准包括护理专业的大二学生(含本科生和

高职生);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排除标准

为各种原因无法参与研究的学生。2024年2月抽取

30名护理学生进行预调查,计算出深度学习能力的标

准差为15.85。根据公式n=(μα/2σ/δ)2计算样本

量[10],在设定α=0.05,μα/2=1.96,δ=2.5的条件

下,计算得出n=155;考虑20%问卷流失率,样本量

最少需要193名。最终,实际纳入调查的样本量为

431名护理学生。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通过文献研究后自行设

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居住地、独
生子女、担任班干部、参与竞赛、选择专业的方式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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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喜欢自己的专业。

1.2.1.2 自我反思与洞察力评价量表(SRIS) 该量

表由GRANT等[11]于2002年制定,刘健等[12]于2018
年将其汉化。主要用于测量受试者的反思能力和洞

察能力。量表共20个条目,分为自我反思与洞察2
个分量表。自我反思又分为自我反思参与和自我反

思需要2个维度,各包含6个条目,共12个条目。洞

察力指对个体内部状态的认识,与识别和表达感受的

能力相关,共8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
 

6级计分

法,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6分(非常同意)。其中,9
个条目(1、2、4、7、14、16、17、18、19)需要反向计分,总
分20~120

 

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反思与洞察力

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已应

用于护理本科生调查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8[13]。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

数为0.814。

1.2.1.3 积极学业情绪量表 采用由徐先彩等[14]编

制的大学生学业情绪量表中的积极学业情绪量表,分
为积极活动定向和积极结果定向学业情绪2个分量

表,共计22个项目。积极活动定向学业情绪包括高

兴、轻松和自主3个维度,共计15个条目;积极结果

定向学业情绪包括成就感一个维度,共7个条目。量

表采用Likert
 

5
 

级计分法,从1分(非常不符合)到5
分(非常符合),总分22~110

 

分,分数越高表明此类

情绪体验越强烈。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8。在 本 研 究 中,积 极 学 业 情 绪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0。

1.2.1.4 深度学习调查量表 采用李月[15]编制的深

度学习调查量表,包括3个一级维度,10个二级维度,
共计35个条目。其中认知维度包括觉知、调和、归
纳、迁移4个子维度,共8个条目;情感态度维度包括

学习动机、学习投入2个子维度,共8个条目;能力维

度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元认知能力、协作能力、问题

解决能力4个子维度,共19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1分(非常不符合)到5分(非常符合),
总分35~175分,得分越高说明深度学习能力越强。
该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862,各维

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710~0.880,KMO值效度

为0.802[15]。在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2。
 

1.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问卷星进行调查和数据收

集。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使用统一的指导

语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和注意事项,问卷填写

采取自愿和匿名的方式,每个账号仅能填写1次,所
有题目完成后才能提交,共收集440份问卷,其中有

效回收问卷431份,有效回收率为97.95%。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通过频数和百分比描述学生的一般资料,利用

x±s描述积极学业情绪、自我反思洞察力和深度学

习能力得分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积极学

业情绪、自我反思洞察力和深度学习能力的相关性。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探讨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

察力和深度学习能力之间的潜在中介 作 用,使 用

Hayes编制的Process3.0宏程序中的Bootstrap方法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431名护理专业学生中,年龄17~
23岁,平均(19.49±1.03)岁;男55名(12.76%),女

376名(87.24%);本科200名(46.40%),高职231名

(53.60%);城镇户籍252名(58.47%),农村户籍179
名(41.53%);独生子女48名(11.14%),非独生子女

383名(88.86%);班干部111名(25.75%),非班干部

320名(74.25%);获竞赛奖励95名(22.04%),无获

奖者336名(77.96%);志愿选专业173名(40.14%),
家长 选 专 业 116 名(26.91%),其 他 途 径 142 名

(32.95%);喜欢该专业224名(51.97%),不喜欢207
名(48.03%)。

2.2 护理专业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

和深度学习能力得分 护理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
极学业情绪、深度学习能力得分分别为(78.77±
9.72)、(76.45±10.93)、(121.95±16.81)分。见

表1。
表1  护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和深度

   学习能力得分(x±s,分,n=431)
 

项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自我反思洞察力 20 78.77±9.72 3.89±0.48

 自我反思 12 49.62±7.12 4.14±0.59

 洞察力 8 29.15±5.18 3.64±0.64

积极学业情绪 22 76.45±10.93 3.47±0.49

 积极活动定向 15 49.86±7.98 3.32±0.53

 积极结果定向 7 26.59±4.10 3.79±0.58

深度学习能力 35 121.95±16.81 3.47±0.48

 认知 8 27.67±4.23 3.45±0.52

 情感态度 8 27.83±4.23 3.47±0.52

 能力 19 66.45±9.48 3.49±0.49

2.3 护理专业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

和深度学习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护理专业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与积极学业

情绪、深度学习能力均呈正相关(r=0.389、0.451,

P<0.01);积极学业情绪与深度学习能力呈正相关

(r=0.813,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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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和深度学习能

力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混杂因素(性别、学历、居住

地、独生子女、担任班干部、竞赛奖励、志愿填报方式、
是否喜欢自己的专业)的情况下,首先,建立方程1,将
自我反思洞察力作为预测变量,深度学习能力作为结

果变量。其次,建立方程2,以自我反思洞察力作为预

测变量,积极学业情绪作为结果变量。最后,建立方

程3,在纳入中介变量积极学业情绪后,以自我反思洞

察力作为预测变量,深度学习能力作为结果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反思洞察力对深度

学习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B=0.675,P<0.01),纳
入积极学业情绪变量后,自我反思洞察力对深度学习

能力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从
 

0.675降低到0.284
(P<0.01)。表明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和

深度学习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

表2  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度学习能力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拟合指数

R2 调整R2 F

回归系数

B SE t

深度学习能力 自我反思洞察力 0.346 0.332 24.714a 0.675a 0.07 9.585a

积极学业情绪 自我反思洞察力 0.290 0.275 19.141a 0.358a 0.048 7.504a

深度学习能力 自我反思洞察力 0.704 0.697 99.886a 0.284a 0.051 5.623a

积极学业情绪 1.092a 0.048 22.547a

  注:aP<0.01;R2 为复相关系数;调整R2 为调查后复相关系数;F 为方差检验量;B 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E 为标准误。

  中介效应模型显示,自我反思洞察力对深度学习

能力总效应显著(c=0.675,P<0.05),自我反思洞察

力对积极学业情绪效应显著(a=0.358,P<0.05),
积极学业情绪对深度学习能力效应显著(b=1.092,

P<0.05)。自我反思洞察力对深度学习能力间接效

应显著(a*b=0.391,P<0.05),直接效应显著(c'=
0.284,P<0.05)。根据温忠麟等[16]提出的新中介效

应检验流程,当c显著,a 和b均显著,c'显著时,表明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

洞察力与深度学习能力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见图1。

  通过采用Bootstrap抽样方法来进一步检验中介

效应的稳健性和显著性。结果显示,自我反思洞察力

对深度学习能力的总效应值为0.675[95%可信区间

(95%CI)
 

0.537~0.813];自我反思洞察力对深度学

习能 力 的 直 接 效 应 值 为0.284(95%CI
 

0.185~

0.383);自我反思洞察力通过积极学业情绪对深度学

习能 力 的 间 接 效 应 值 为0.391(95%CI
 

0.152~
0.302)。95%的CI 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因此,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度学习能

力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占比(a*b/c)为
57.93%。见表3。

  注:aP<0.01。

图1  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度学习能力的

中介效应模型

表3  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度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 效应值(95%CI) SE 效应占比(%)

自我反思洞察力→深度学习能力的总效应(c) 0.675(95%CI
 

0.537~0.813) 0.070

自我反思洞察力→深度学习能力的直接效应(c') 0.284(95%CI
 

0.185~0.383) 0.051 42.07

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深度学习能力的间接效应(a*b) 0.391(95%CI
 

0.152~0.302) 0.038 57.93

3 讨  论

3.1 护理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学业情绪及深

度学习能力现状 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专业学生自

我反思洞察力得分为(78.77±9.72)分,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与国内学者吴炜炜等[13]和臧爽等[17]研究结

果相似。因护理专业的特殊性,学生需要具备较强的

自我反思与洞察力才能满足临床实践和患者需求。
然而本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学生在深度反思与洞察力

方面存在不足,可能与缺乏系统性的反思训练和指导

有关,学生对反思的方法和技巧不够了解,特别是洞

察力维度得分最低,为(29.15±5.18)分,表明学生在

推测背后原因和影响因素及理解方面还有待提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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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不足有

关[13]。在自我反思维度中,自我反思参与得分低于自

我反思需要,表明尽管学生意识到自我反思的重要

性,但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相对较弱,执行具

体反思活动存在困难。因此,教师应将自我反思和洞

察力的培养融入日常的教学中,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反

思工具和个性化指导,帮助学生克服反思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护理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得分

为(76.45±10.93)分,积极活动定向和积极结果定向

2个 维 度 得 分 分 别 为(49.86±7.98)、(26.59±
4.10)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护理学生在学习

活动过程,容易体验到高兴、轻松、自主感,在学习结

束后容易获得成就感。积极的学业情绪可以带来更

高的学习动机和更好的学习效果。护理专业的课程

设置强调实践和理论的结合,这种教学方法能够让学

生在实际操作中感受到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从而提

升他们的积极学业情绪。同时,护理学科的特殊性要

求学生具备较高的同理心和情感投入,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促进了积极情绪的体验。冯红等[18]综述了提高

护生学业情绪的方法,如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归因训

练、丰富护理教学方法及情感支持等。
本研究中,护理专业学生深度学习能力得分为

(121.95±16.81)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时春红

等[19]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不断

优化和教学理念的改变有关。在各维度中,情感态度

维得分最高,为(27.83±4.23)分,表明护理专业学生

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和较高的学习投入水平,这为学

生深度学习能力培养提供有力支持[20]。相比之下,认
知维度得分最低,为(27.67±4.23)分,意味着学生在

觉知、调和、归纳和迁移能力方面还有所不足。可能

是部分学生的学习还停留于表层,缺乏对知识重组和

反思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因此,建议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合理整合教学资

源,适当重组教学内容,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如通过

案例分析、模拟实训和临床见习等方式,使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和应用理论知识,以提升其认知能力。

3.2 护理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正向影响学生深度学

习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度学

习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451,P<0.01)。反思的

过程旨在促进学生对知识更深刻地理解,而深刻理解

正是深度学习的内核[21]。SMITH等[22]研究表明,在
课堂教学中融合反思学习能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促进

学生决策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有利于学生深

度学习。通过反思,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不仅

提升洞察力,还能加强自我反思能力,进而提升批判

性思维能力[23],促进深度学习的实现。然而,传统教

学模式中往往缺乏足够的活动来提升学生的自我反

思和 洞 察 力,使 得 反 思 过 程 难 以 自 动 转 化 为 洞

察力[24]。
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教学策略:(1)

鼓励学生撰写反思日志。研究指出,反思日志作为自

我反思的一种有效工具,能提升学生临 床 判 断 能

力[22]。通过反思支架的帮助提升撰写技能,可提高学

生的元认知水平,实现深度学习[25]。因此,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设置反思环节,通过设计反思支架帮助学

生完成高质量的反思日志,以实现有效的自我反思。
(2)培养学生情境化反思能力。通过与实际情境相结

合的反思活动,学生理解和巩固核心知识,进行批判

性的思考,从而培养学生洞察力,提高护理质量和深

度学习能力[26]。教师可通过临床案例分析、见习、社
区实践等方式,引导学生从实际角度出发进行学习反

思和思考,以增强学生的洞察力和推理能力,助力深

度学习的发生。(3)培养同伴互助反思。相比师生互

动,同伴协作互助效应常被学生忽视。通过观察和模

仿成功案例,同伴之间的互助和分享能够有效提高自

我反思的参与度和质量,增强学习动机,提升洞察力。
同伴互助也被证实能实现学习的自我反思,激发学生

向深度学习拓展的信心[27]。

3.3 护理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

度学习能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介效应分

析表明,护理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与深

度学习能力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占比57.93%。
这意味着自我反思洞察力不仅能直接影响学生深度学

习能力,还可能通过积极学业情绪间接影响深度学习

能力。提升护理学生积极学业情绪是提高自我反思

洞察力和深度学习能力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这与刘

哲雨等[5]的研究结论类似,指出反思行为通过促进认

知加工、改善学生学业情绪及调节认知负荷,对深度

学习产生影响。反思帮助学生重新认识学习过程、结
果和策略,反映知识建构、监控调节、批判思维的形成

和提升。作为高阶思维,反思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核心

要素,能提升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和任务价值感,从
而诱发积极学业情绪。积极学业情绪直接影响认知

加工过程,提升认知资源投入,促进深度学习。而积

极的学业情绪也能反馈促进更多的反思行为。根据

控制价值理论,李若宁等[28]提出护理专业教师的情感

支持可提高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和学习参与度。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关注护理学生的情感

反应,及时给予积极的反馈与鼓励。具体措施包括:
(1)创新教学方式。通过创新的教学方法来提升学生

的学习兴趣,创造一个安全、支持性的课堂氛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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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合作,让其在互动中感受

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从而增强积极学业情绪。
(2)动态平衡学习压力。对于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教
师应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法和技巧指导,帮助学生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计划。这不仅能提高学

生的自主学习质量,还能缓解焦虑情绪,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状态下学习。(3)定时教学反思。教师应定

期进行教学反思,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情感变

化。通过发现并及时处理学生的情绪问题,使学生保

持积极的学业情绪,从而更好地投入学习中。(4)提
供均衡的学习与娱乐生活。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
平衡学习与娱乐生活[8]。鼓励学生参与社团和各类

志愿者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时通过这些

活动提升他们的积极情绪和整体幸福感。因此,激发

护理学生内在学习动机,提升学习专注度和反思洞察

力,并促进积极学业情绪的发展,将有助于护理学生

对复杂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处理,最终实现深度学习的

培养目标。
本研究中,护理专业学生自我反思洞察力、积极

学业情绪与深度学习能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护理

学生积极学业情绪在自我反思洞察力和深度学习能

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教育者应根据学生的

个性特点,探索不同的教学策略,以增强学生的自我

反思洞察力和积极学业情绪,从而提升其深度学习能

力水平。然而,本研究仅限于江西省2所医学院校护

理专业学生,因此样本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
研究设计中将护理专业学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未能区分不同学历层次的特征。为了进一步验证结

果的准确性,未来研究需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调

查,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层次学生的结果。此外,
还可通过具体的教学干预措施来检验本研究的结论,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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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PBL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进修医生结肠镜培训
沟通技能提升中的应用*

全晓静,秦 斌,沙素梅,贾 园,王 晶,李 路△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陕西
 

西安
 

710004)

  [摘 要] 目的 探讨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在消化内镜中心进修医生沟通技

能培训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2023年1—12月在该院消化内镜中心进修的44名进修医生,通过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24名)和对照组(20名),观察组采用PBL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应

用医患沟通技能评价量表(SEGUE)和改良版诊疗关系共情量表(CARE)比较2组进修医生培训前后沟通技能

的差异及组间差异。进修结束后通过理论和操作考试成绩评估进修医生对消化内镜技术的把握程度,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调查进修医生对2种教学方法的满意度。结果 培训前观察组和对照组SEGUE评分分别

为(93.46±9.02)分和(89.95±7.75)分,CARE真实患者评分分别为(38.42±2.81)分和(37.55±2.78)分,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培训后观察组SEGUE评分为(111.83±7.26)分,CARE评分为

(45.67±2.76)分,与 培 训 前 比 较,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1);与 对 照 组 培 训 后SEGUE、CARE评 分

[(111.83±7.26)、(42.95±2.33)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培训后观察组单独完成操作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学习兴趣、医患沟通能力

和自学能力的评分及总体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PBL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更能提高消化内镜中心进修医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高教学满意度。

[关键词]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情景模拟; 消化内镜; 进修医生; 医患沟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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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修教育是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

层医院培养业务骨干的重要手段[1]。进修教育不仅

是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还包括伦理、医患沟通等

医德教育。其中,良好的医患沟通是保证诊疗过程顺

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对提升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具

有重要意义[2]。然而,传统教学模式尽管开设医患沟

通理论课程,但缺乏进修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真实互

动,忽略医患沟通技能的培训。在新的教育环境下,
“师徒手把手”的教学模式已显露出其局限性,特别是

在消化内镜技术培训中。因此,本研究采用以问题为

基础的学习(PBL)结合情景模拟教学以探索适合消

化内镜中心进修医生规范化培训的教学方法,现报道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样本量估算 根据既往研究中[3]PBL
教学法培训后改良版诊疗关系共情量表(CARE)和医

患沟通技能评价量表(SEGUE)评分结果[观察组

(19.85±3.06)分,对照组(17.11±2.67)分],应用

PASS08.0.3软件(NCSS
 

LLC.,USA)计算,显著性

水平为0.05,检验效能设为80%,观察组与对照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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