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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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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现状,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本科生参与科研问卷和大学生可雇佣性

问卷对山东省5所高校377名护理本科生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377名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得分为(40.16±14.38)分,可雇佣

性得分(116.57±21.66)分;不同年级、年龄、院校层次、学业成绩排名、个人规划、参研情况的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得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护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均P<0.01)。结论
 

护

理本科生的科研参与度与可雇佣性得分尚不理想,其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二者呈正相关。高校护理教育者应着重为护生提供覆盖

全体学生、可持续参与的科研教育体系,以提高护理本科生的可雇佣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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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nd
 

their
 

correlation.Methods
 

Totally,
 

377
 

nursing
 

undergraduate
 

were
 

selected
 

and
 

investigated
 

using
 

th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and
 

the
 

Employability
 

Appraisal
 

Scale.Results
 

Scor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ability
 

were
 

(40.16±14.38)
 

and
 

(116.57±21.66)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ability
 

scores
 

among
 

nursing
 

undergraduat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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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age
 

groups,
 

college
 

levels,
 

academic
 

achievement
 

rankings,
 

personal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or
 

not
 

(P<0.05,P<0.01).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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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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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0.05
 

for
 

all).Conclusion
 

The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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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participation
 

and
 

employ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re
 

both
 

at
 

a
 

low
 

level;
 

they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a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College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build
 

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ystem
 

that
 

covers
 

all
 

students
 

and
 

allow
 

a
 

sustainable
 

participation,
 

in
 

an
 

effort
 

to
 

improve
 

the
 

employ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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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是个体获得及保持工

作、在工作中进步以及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变化的能

力[1]。这一属性不仅会影响到护生的最初就业,对未

来职业生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2]。有研究显示,
可雇佣性不足会导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转换

能力和职业迁移不足[3],而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会对学

生的可雇佣性技能产生积极影响[4]。本科生科研是

指由本科生对学科做出原创性与创造性贡献的调查

或研究[5],是提高医学生基本技能、明确职业方向和

科研思维的有效途径[6]。本科生作为护理教育的中

流砥柱,其培养质量关乎护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7]。
目前较多研究探讨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可雇佣性现状、
内涵及培养模式,但鲜见研究针对护理本科生的可雇

佣性技能进行调查[2,8]。如何有效加强护生的可雇佣

性技能、提高护生的就业竞争力,已经成为高校人才

培养亟待解决的问题[3]。因此本研究探讨科研参与

和可雇佣性的现状、影响因素和相关关系,为院校提

供可雇佣性开发支持,培养高质量的护理本科生提供

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便利抽取

山东省内5所高校中大二至大四的377名护理本科

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普通大学4所,双一流大学1
所。纳入标准:①系统学习了护理科研课程;②所在

院校提供了科研参与平台与机会;③全日制统招护理

本科生;④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①专升本的护生;②调查期间病假、事假、休学

的护生。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编一般资料问

卷,包括年级、性别、年龄、学生干部经历、院校层次、
学业成绩排名、个人规划、是否参与科研8个条目。
其中学业成绩由研究者联系学校辅导员调取护生最

近学年的测评成绩,按照护生所在学校班级采取百分

比的形式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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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本科生参与科研量表 采用杜丽[9]编制的

本科生参与科研量表,包括两大因子,分别是参与科

研的投入度(7个条目),参与科研的深入度(6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比较

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依次计

1~5分,总分13~65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调查者的

科研 参 与 度 越 强。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37,重测信度系数为0.946。
1.2.1.3 大学生可雇佣性量表 采用金晓亚[2]根据

概括性模型为基础编制而成的大学生可雇佣性量表,
共30个条目5个维度,分别是领导与管理能力(7个

条目)、解决问题的能力(5个条目)、自我发展能力(7
个条目)、人际能力(5个条目)和基本技能(6个条

目)。被调查者判断条目与自己形象的符合程度,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优”、“良”、“一般”、“差”、
“极差”依次计5~1分,总分30~150分,得分越高说

明被调查者的可雇佣性能力越强。该量表Cronbach'
s

 

α系数为0.941,重测信度系数为0.971。
1.2.2 资料收集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发放调查表,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解释研究目的以及填写注意事项。
被调查者自主填写完成后研究者当场回收。共发放

问卷396份,回收有效问卷377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Peanson相

关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可雇佣性评分及不同人

口学特征护生的评分比较 377名护理本科生科研

参与得分为(40.16±14.38)分,参与科研的投入度条

目均分(3.01±1.16)分,参与科研的深入度条目均分

(3.19±1.10)分;可雇佣性得分为(116.57±21.66)
分,领导与管理能力条目均分(3.76±0.75)分,解决

问题的能力(3.85±0.74)分,自我发展能力(3.79±
0.76)分,人 际 能 力(3.80±0.74)分,基 本 技 能

(3.62±0.70)分。不同人口学特征护理本科生科研

参与和可雇佣性评分比较 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评分比较

组别 人数
科研参与

得分(x±s) F/t P
可雇佣性

得分(x±s) F/t P
年级 大二 136 31.35±11.47 126.396 0.000 108.60±19.30 60.413 0.000

大三 120 37.26±11.23 109.95±20.74
大四 121 52.95±10.66 132.10±16.29

性别 男 57 39.77±13.85 0.050 0.823 121.18±21.72 1.737 0.083
女 320 40.23±14.49 115.76±21.70

年龄(岁) 17~ 10 37.80±11.19 18.873 0.000 107.22±19.59 13.768 0.000
19~ 101 33.08±11.63 122.20±18.52
21~ 222 41.43±14.27 117.90±21.04
23~24 44 50.57±13.50 130.09±21.28

学生干部经历 是 118 39.64±14.44 0.232 0.630 116.66±21.62 0.003 0.958
否 259 40.41±14.37 116.53±21.72

院校层次 双一流大学 91 46.76±13.44 26.966 0.000 121.38±22.17 2.448 0.015
普通院校 286 38.07±14.05 115.04±21.31

学业成绩排名* 前10% 56 47.86±12.29 9.275 0.000 125.71±20.59 6.061 0.000
11%~25% 113 42.60±14.29 118.27±23.66
26%~50% 104 38.14±14.38 117.23±19.47
51%~75% 69 36.55±12.31 108.84±19.86
后25% 35 33.11±15.23 109.77±20.07

个人规划 不明确 36 32.83±14.75 19.300 0.000 110.69±20.40 10.620 0.000
就业或创业 142 36.35±13.56 111.42±20.33
读研 199 44.22±13.66 121.31±21.80

是否参与科研 是 229 47.55±11.30 259.850 0.000 123.18±20.87 63.443 0.000
否 148 28.74±10.69 106.34±18.73

  注:*为最近学年的综合测评成绩,按护理本科生所在学校班级排序。

2.2 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的相关性分析

 见表2。
3 讨论

3.1 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度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显

示,护生科研投入度条目均分为(3.01±1.16)分,科
研深入度为(3.19±1.10)分,提示护生对科研的投入

度和深入度都处于中等水平,与阮晓婷等[10]的研究结

果相似,但略高于心理学本科生的科研参与度[9],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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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近年来护理学院所提供的科研机会和平

台较多,组织宣传和政策支持力度增大,使学院的科

研氛围浓厚有关。国外高校的培养政策可供借鉴,如
伯克利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硬性将科研课程纳入

本科生培养计划,要求护生参与硕士、博士的科研课

题,并选修2~4个学分[11-12]。此外,虽然护生参与科

研的机会和平台增多,但对于护生在科研的投入度和

深入度方面关注较少,如何让学生在本科研究中获益

良多,是现实改革的难点[13]。有研究显示,学生在科

研中接受指导的质量和在研究中花费的时间对预测

学生的收获都很重要,但指导的质量更加关键[14]。因

此,高校应从指导教师的角度,深入探讨本科生参与

科研的最佳实践[15],提高对参研护生的指导质量,在
提供充足的科研参与机会和平台的基础上,使教学和

科研紧密结合,培养护生的发散性思维和求异性思

维。
表2 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的相关性分析(n=377) r

参与科研  领导与管理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 人际能力 基本技能 可雇佣性总分

参与科研的投入度 0.651 0.644 0.647 0.625 0.674 0.683
参与科研的深入度 0.669 0.675 0.677 0.638 0.684 0.705
参与科研总分 0.670 0.670 0.671 0.641 0.688 0.705

  注:均P<0.01。

  本研究发现,影响护生参与科研的因素主要包

括:年级、年龄、院校层次、学业成绩排名、个人规划和

是否参与科研,与李湘萍[16]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年龄越大、年级越高的学生参与科研的得分越高,这
可能与研究性课程的逐渐开设,护生对于护理领域的

理解逐年深入,参与科研的意识和能力逐步提高有

关。成绩越好的学生科研参与度越强,可能是由于学

习优异的护生学习兴趣更为浓厚,更加学有余力有

关。因此,应鼓励和培养学业成绩不够优秀学生的科

研参与兴趣。本研究中双一流大学护生的科研参与

得分高于普通大学,这可能是因为双一流院校对于本

科生科研更为重视,提供的科研机会和政策支持相对

较多,教师的指导质量较高有关。此外,打算读研的

护生科研得分最高,对个人职业规划不明确的护生科

研得分最低,这提示引导护生对个人职业生涯的明确

规划,提高对个人发展的定位,会促使护生高效利用

时间和把握机会,从而提高护生的科研参与水平。
3.2 护理本科生可雇佣性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护生

可雇佣性总分为(116.57±21.66)分,其总体及各维

度得分均低于金晓亚[2]对上海毕业生可雇佣性的调

查结果,这可能是由于在校护生未完成全部的课程学

习,对各种技能的掌握还不够深入,加之院校尚未针

对护生的可雇佣性技能进行具体的理论和实践培养

有关。其中解决问题维度得分最高,为(3.85±0.74)
分,基本技能维度得分最低,为(3.62±0.70)分,表明

护生分析和解决问题、主动完成任务的能力较强,但
对于外语沟通、数学统计等基础技能掌握较差。因

此,高校应重点培养护生外语沟通的能力及统计分析

的具体应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样化形式,
将护生基础技能的培养从课堂内拓展到课外,从而全

面提高护生的可雇佣性技能。潘帆[17]指出,医学生

和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可雇佣性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可雇佣性技能的培养主要在大学时期,如果医学生

可雇佣性低下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影响护生个人的

职业生涯发展。研究表明,学生技能和可雇佣性的发

展密切相关,参与课外活动的学生比未参与的学生对

自己就业技能的发展更为积极[4]。因此,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课外实践活动,帮助本科生认识到这些技能的

可转移性,并将其与未来的就业能力联系起来至关重

要[18]。
本研究影响护理本科生可雇佣性的因素主要包

括:年级、年龄、院校层次、学业成绩排名、个人规划和

是否参与科研。与科研参与的影响因素相似,年级越

高、年龄越大的护理本科生可雇佣性能力也越强,这
可能是因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和基础理论课

程的逐步掌握有关。学业成绩排名靠前的护生可雇

佣性技能较强,分析原因可能是成绩好的护生对未来

的职业规划清晰明确,更加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有

关。双一流大学的可雇佣性评分显著高于普通院校,
这可能是双一流院校为护生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实践

活动机会和基本技能理论培训,使护生的可雇佣性技

能得到了很好地开发。此外,个人规划也显著的影响

了护生的可雇佣性水平,打算读研的护生可雇佣性水

平最高,为(121.31±21.80)分,对个人职业生涯不明

确的护生可雇佣性水平最低,为(110.69±20.40)分,
这提示职业生涯的明确引导对护生可雇佣性技能的

开发不容忽视。因此,院校需要针对护生的具体情况

进行改革创新,改变过去“灌输式”的教育理念,提供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锻炼机会,全面培养护生多方面

的技能,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和就业能力打下坚实的基

础。
3.3 护理本科生科研参与度与可雇佣性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护生的科研参与和可雇佣性各维度

得分呈正相关(均P<0.01),即随着护生科研参与程

度的提高,其可雇佣性也逐渐增强。提示科研参与可

以促进护生可雇佣性技能的开发,与杜丽[9]对心理学

专业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此外,参与科研的护生可

雇佣性得分为(123.18±20.87)分,显著高于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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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的护生(P<0.01),这也说明科研参与对可雇佣

性技能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与两种能力的理论内涵

也是相同的,可雇佣性主要包括思维能力、社会适应

能力、自主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应聘能力;科研能力

是以科学的思维和创新的方法对社会未知领域自主

探索的能力[19-20]。有研究指出,结构良好的课程和全

面的学术支持对于培养本科生的可雇佣性技能是至

关重要的,科研的创新机会可以使学生能力得到拓

展,提高其就业能力[6]。因此,提示高校可以通过课

程的结构调整和全面的学术支持来开发护生的可雇

佣性技能,为护生提供更多参与科研的机会以及相应

的政策支持,并鼓励护生对个人职业生涯进行合理的

规划,培养护生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独立自主探索

社会未知领域的能力,为高校护理本科生的培养和医

院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维护搭建桥梁。
4 小结

护理本科生的科研参与度与可雇佣性得分均不

理想,其受多种因素影响,且二者呈正相关。高校可

以通过为护生提供覆盖全体学生、可持续参与的科研

参与体系,从而提高护生的可雇佣性技能。本研究由

于时间及经费的限制,双一流大学的护生纳入较少,
后续研究可以扩大双一流大学的样本量,以提高研究

的代表性。本研究主要针对在校的护理本科生进行

了调查,后续研究可以进行追踪调查,探讨科研参与

情况对护生或新入职护士可雇佣性技能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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