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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民办高校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现状，并分析自我意识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11月选取杭州市某民办本科高校163名护理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我意识量表、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63名民办高校护

理本科生自我意识总分平均得分为(46.65 ± 8.59)分，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平均得分为(71.81 ± 14.51)分；

民办高校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总分与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呈正相关(r = 0.308, P < 0.01)，分层回归分析显

示，自我意识可独立解释自主学习能力总变异的7.8%。结论：民办高校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

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自我意识可正向预测其自

主学习能力。故民办高校护理教育者可针对学生的自我意识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民办高校护理本科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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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of nurs-
ing undergraduates in a private university,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elf-awareness o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163 nursing students 
from a privat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in Hangzhou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No-
vember 2023, and they were investigated by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self-awareness 
scale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scale. Results: The average total score of 163 nursing un-
dergraduates in a private university was (46.65 ± 8.59), and the average total scor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was (71.81 ± 14.51). The total score of self-awareness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in private univers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
ty (r = 0.308, P < 0.01).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awareness could inde-
pendently explain 7.8% of the total variatio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Conclusion: 
Self-awareness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in a private univer-
sity was at a medium level. Self-aware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and its dimensions, and self-awarenes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Therefore, nursing educators in private university can take cor-
responding measures for students’ self-awareness to improve th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in priv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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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意识指的是个体对自我状态的理解程度，随着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个体能够逐渐变得专注同时

适当进行自我调节，从而能够判断他人、自身的情感及精神状态[1]。有研究表明[2]，积极的认识并发展

自我意识将有利于护理本科生更好的认知自我和他人，促进人际沟通和交流，进而有利于提供优质的临

床护理服务。自主学习是指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独立自主地采用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式

达到学习预期的行为[3] [4]。在一项关于研究生自主学习与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中曾表明，从自主学习水

平看，硕士研究生十分偏好自主学习，平均分值为 4.05 并且自主学习水平与学习努力程度在 5%的显著

水平上正相关[5]。这足以可见自主学习对于学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有研究显示，学生学业成就、

人际沟通、自我效能感、责任感和临床实践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紧密相关，同时自主学习能力也是组成

护理教育、护理管理和护理研究培养的重要成分[6] [7]。随着医学护理知识及其实践指南的不断更迭交替，

为了充分发挥护理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需要护士进行终身学习[8]。终身学习是

护理人文的重要元素，但现今终身学习应用于护理实践阻碍重重[9]。研究显示，自我意识可以促进护理

学生形成定向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促进终身学习能力的形成[10] [11]。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

高等教育水平高速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12]。因此，本研究拟调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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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高校护理专业本科生自我意识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为护理专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开拓新

路径。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3 年 11 月选取杭州市某民办本科高校护理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年龄大于 18 岁；专业为护理学；全日制本科在读学生；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调

查期间请假、休学等原因无法参与调查者。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编制，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有无学生干部经历、生源地、

家庭经济情况、每周从事体育锻炼频率、近一个月睡眠质量、心理素质、目前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

是否出现学习倦怠、有无奖学金获奖经历、毕业后从事护理专业意向。 

2.2.2. 自我意识量表 
该量表为 Fenigstein 等[13]研制，由我国学者蒋灿[14]进行修订并汉化。该量表主要用于评价大学生

的自我意识水平。共包含 17 个条目，分为两个维度即私我意识(7)和公我意识(10)。私我意识是个人对自

己的情感、情绪、感受、体会等内在心理的关注水平；公我意识是个人对自己外在容貌、行为、他人评

价等的在意水平。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方法计分，0 表示非常不符合，4 表示非常符合。总分范围

为 0~68 分，得分越高提示该维度意识水平越高，总分越高提示自我意识水平越强。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1，具有良好的信度。 

2.2.3. 自主学习能力量表  
该量表为台湾学者 Cheng 等[15]编制，由 Shen 等[16]修订后，用于对大陆护理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的测评。该量表共包含 20 个条目，分为四个维度即包括学习动机、计划和实施、自我管理、人际沟

通。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计 1~5 分，

得分越高提示该维度自主学习能力越高，总分范围为 20~100 分，总分越高提示自主学习能力越好。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3，信度良好。 

2.3. 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获得学院的同意后，由各年级辅导员将电子问卷二维码发送至各护理学班级群，采用统一

指导用语让学生了解本次研究的意义、目的、填写要求。问卷由学生独立、自愿匿名填写，且设置为同

一设备、同一账号以及同一 IP 地址仅能填写一次，所有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题，答题时间为 15 分钟左右，

完成全部问题后可提交。本研究调查周期为两周。本研究共回收问卷 182 份，剔除明显规律作答的无效

问卷 19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163 份，有效回收率 89.56%。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学生的一般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描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意识得分。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探讨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之间

的相关性，利用分层逐步回归分析自我意识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检验水准 α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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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护理本科生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 163 名护理本科生年龄范围 18~23 岁，其中男生 24 名(14.7%)，女生 139 名(85.3%)。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生源地、心理素质、目前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学习倦怠、毕业后从事护理

专业意向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
racteristics (n = 163) 
表 1. 不同特征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n = 163) 

项目 类别 人数 构成比(%) 自我意识得分 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性别 
男 24 14.72 45.45 ± 11.62 75.12 ± 15.54 

女 139 85.28 46.85 ± 7.99 71.23 ± 14.31 

 t   −0.735 1.213 

 P   0.464 0.227 

年级 

一年级 64 39.26 48.42 ± 6.96 73.92 ± 13.03 

二年级 49 30.06 46.85 ± 7.48 68.67 ± 41.03 

三年级 35 21.47 44.97 ± 9.73 73.40 ± 14.95 

四年级 15 9.2 42.33 ± 13.14 69.33 ± 19.73 

 F   2.705 1.513 

 P   0.047 0.213 

独生子女 
是 62 38.04 44.77 ± 9.36 71.85 ± 14.84 

否 101 61.96 47.80 ± 7.91 71.78 ± 14.38 

 t   −2.209 0.031 

 P   0.029 0.975 

学生干部经历 
有 50 30.67 47.08 ± 9.89 71.54 ± 15.84 

无 113 69.33 46.46 ± 7.99 71.92 ± 13.96 

 t   0.423 −0.157 

 P   0.673 0.875 

生源地 
城镇 45 27.61 46.47 ± 10.48 75.60 ± 14.01 

农村 118 72.39 46.72 ± 7.80 70.36 ± 14.50 

 t   −0.168 2.079 

 P   0.867 0.039 

家庭经济情况 

较好 13 7.98 56.16 ± 6.96 80.46 ± 12.75 

一般 129 79.14 46.99 ± 6.74 71.18 ± 12.58 

困难 21 12.88 38.66 ± 12.33 70.28 ± 23.30 

 F   21.418 2.593 

 P   0.000 0.078 

每次从事体育锻炼

频率 
≤2次 79 48.47 44.77 ± 8.34 70.78 ± 15.59 

3~5 次 72 44.17 48.33 ± 7.54 71.68 ± 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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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次 12 7.36 48.91 ± 13.32 79.33 ± 23.91 

 F   3.811 1.829 

 P   0.024 0.164 

近一个月睡眠质量 

较好 84 51.53 48.03 ± 8.18 73.89 ± 12.71 

一般 66 40.49 45.87 ± 7.58 68.77 ± 14.35 

较差 13 7.98 41.61 ± 13.35 73.76 ± 22.90 

 F   3.707 2.471 

 P   0.027 0.088 

心理素质 

较好 93 57.06 46.96 ± 9.09 75.02 ± 14.55 

一般 59 36.2 46.37 ± 7.56 68.50 ± 11.51 

较差 11 6.75 45.45 ± 10.03 62.36 ± 20.95 

 F   0.199 6.549 

 P   0.820 0.002 

目前在班级中的学

习成绩排名 

前 25% 50 30.67 47.38 ± 9.52 74.06 ± 14.60 

中间 25%~75% 93 57.06 47.76 ± 6.66 72.47 ± 11.97 

后 75% 20 12.27 39.65 ± 11.04 63.10 ± 21.40 

 F   8.275 4.481 

 P   0.000 0.013 

学习倦怠 
有 116 71.17 47.69 ± 7.79 70.11 ± 13.52 

无 47 28.83 44.06 ± 9.93 76.00 ± 16.12 

 t   2.484 −2.379 

 P   0.014 0.019 

获得奖学金经历 
有 56 34.36 46.28 ± 8.50 73.96 ± 12.68 

无 107 65.64 46.84 ± 8.67 70.68 ± 15.32 

 t   −0.391 1.374 

 P   0.697 0.171 

毕业后从事护理专

业意向 

从事 98 60.12 46.90 ± 8.69 74.01 ± 12.95 

不确定或不从事 65 39.88 46.26 ± 8.48 68.49 ± 16.14 

 t   0.469 2.411 

 P   0.640 0.017 

 
3.2.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 163 名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得分范围 10~68 分，平均得分为 46.65 ± 8.59 分；自主学习能力

得分范围 20~100 分，平均得分为 71.81 ± 14.51 分。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得分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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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otal score and scores for various dimensions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n = 163) 
表 2.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n = 163) 

项目 条目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得分 条目均分 

私我意识 7 0 28 18.00 ± 3.83 2.57 ± 0.54 

公我意识 10 2 42 28.65 ± 5.84 2.86 ± 0.58 

自我意识总分 17 10 68 46.65 ± 8.59 - 

学习动机 6 6 30 21.77 ± 4.48 3.62 ± 0.74 

计划与实施 6 6 30 21.21 ± 4.69 3.53 ± 0.78 

自我管理 4 4 20 14.36 ± 3.15 3.59 ± 0.78 

人际沟通 4 4 20 14.46 ± 3.19 3.61 ± 0.79 

自主学习能力 20 20 100 71.81 ± 14.51 - 

 
3.3.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的相关性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P < 
0.05)。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awareness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n = 163, r value) 
表 3.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的相关性(n = 163，r 值) 

项目 私我 
意识 

公我 
意识 

自我意

识总分 学习动机 计划与 
实践 自我管理 人际沟通 自主学习

能力 

私我意识 1        

公我意识 0.560** 1       

自我意识总分 0.826** 0.929** 1      

学习动机 0.311** 0.224** 0.291** 1     

计划与实践 0.253** 0.186* 0.239** 0.872** 1    

自我管理 0.332** 0.253** 0.320** 0.812** 0.861** 1   

人际沟通 0.331** 0.258** 0.323** 0.751** 0.792** 0.891** 1  

自主学习能力 0.323** 0.241** 0.308** 0.933** 0.954** 0.943** 0.902** 1 

注：**P < 0.01；*P < 0.05。 
 
3.4.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 

将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层纳入护理本科生的一般资料，第

二层纳入自我意识总分。自变量赋值表见表 4，其中自我意识总分原值输入。共线性诊断解释显示，各

模型容忍度均 < 1，第一层方差膨胀因子为 1.015~1.096，第二层方差膨胀因子为 1.021~1.130，提示自量

表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层中有意义的变量为生源地、心理素质、目前在

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毕业后从事护理专业意向；第二层中有意义的变量为生源地、心理素质、目前

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学习倦怠、毕业后从事护理专业意向和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可独立解释自主

学习能力总变异的 7.8%。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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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Independent variable assignment table 
表 4. 自变量赋值表 

自变量 赋值方式 

生源地 城镇 = 1，农村 = 2 

心理素质 较好 = 1，一般 = 2，较差 = 3 

目前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 前 25% = 1，中间 25%~75% = 2，后 75% = 3 

是否出现学习倦怠 是 = 1，否 = 2 

毕业后从事护理专业意愿 从事 = 1，不确定或不从事 = 2 
 
Table 5.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elf-awareness 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among undergra-
duate nursing students 
表 5.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对自主学习能力影响的分层回归分析 

模型 变量 B SE β t P 

1 

常数 99.847 7.626 - 13.094 0.000 

生源地 −5.357 2.363 −0.165 −2.267 0.025 

心理素质 −5.257 1.764 −0.225 −2.980 0.003 

目前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 −5.024 1.675 −0.218 −2.999 0.003 

是否出现学习倦怠 3.612 2.392 0.113 1.510 0.133 

毕业后从事护理专业意愿 −4.621 2.178 −0.156 −2.122 0.035 

2 

常数 69.161 10.387 - 6.658 0.000 

生源地 −5.175 2.252 −0.160 −2.299 0.023 

心理素质 −4.563 1.689 −0.196 −2.702 0.008 

目前再班级中的学习成绩排名 −3.567 1.634 −0.155 −2.183 0.031 

是否出现学习倦怠 5.746 2.336 0.180 2.459 0.015 

毕业后从事护理专业意愿 −4.310 2.076 −0.146 −2.076 0.040 

自我意识总分 0.504 0.122 0.298 4.132 0.000 

注：第一层 R2 = 0.181，调整后 R2 = 0.155，F = 6.936，P < 0.001；第二层 R2 = 0.262，调整后 R2 = 0.233，F = 9.218，
P < 0.001。ΔR2 = 0.078。 

 
4. 讨论 

4.1.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163 名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平均得分为 46.65 ± 8.59 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与李

婷婷等[1]的研究结果相类似。究其原因，可能是部分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心理素质差等原因，导致

其缺乏自信心、出现内心焦虑等不良情绪或过度在意个人的外在容貌和行为举止等，致使自我意识水平

较低。有研究表明[17]，萨提亚干预模式重心灵体验和个人自尊的提高，善于从家庭、社会等方面入手，

改善沟通状况，对于提升个人自尊和纠正自我意识偏差具有良好效果。同时，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常在

大学阶段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提示护理教育工作者应及时发现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为后期临床护患

沟通奠定基础[18]。因此，民办高校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可以从萨提亚模式入手，改善学生自我调节能力，

促进自我意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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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163 名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平均得分为 71.81 ± 14.51 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这与刘敦等[4]和魏余贤等[19]的研究结论类似。分析其原因为，目前学校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高度重

视，过程性考核成效突显，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另外，优质网课和医学专业类视频等满足

了护理学生课后理解及巩固知识的迫切需求，解决了护理专业课程自主学习、理解和复习知识点难题，

使护理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此外，本研究中护理本科生学习动机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和人际沟通能力得分较高，计划与实施能力得分相对较低，提示大部分护理本科生在拟定学习计划并实

施方面还有待提升。有研究表明[20]，学生的计划完成度与考试成绩有显著相关性，即完成度越高考试成

绩越理想。通过制定高度执行力的学习计划，比如制定周计划时分模块设定目标、拆解目标并落实到每

天拆分成日计划；提高创新能力，这对开辟新的计划方式又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将传统精准至每分每秒

的死板计划升级至弹性可控的新型计划模式；提高理解能力，有利于对齐颗粒度，拉齐自身与他人、自

身内部驱动与外部行为一致性，以达到最高效能输出的最终效果；时时合理精准调整计划，比如原计划

被不可抗力因素打断后，可以根据艾森豪威尔矩阵安排学习时间，根据任务优先级顺序及时调整计划内

容，达到损失最小化的理想结果。这些措施可以促进学生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能力。因此，护理教研工

作者应在传统教学基础上融汇计划与实施的相关内容，以此帮助学生有效制定学习计划并高效执行，提

升其自主学习能力。 

4.3. 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可正向预测其自主学习能力 

本研究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

关(P < 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一般资料对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后，自我意识可独立解释

自主学习能力总变异的 7.8%，提示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可正向预测其自主学习能力。有研究认为[21]，
自我意识的全面发展可以反映到学习、生活等日常物质活动的各个方面。欧彦江和秦都[22]在其调查中得

出了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和学业成就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这与本研究结果类似。张亚宁和彭海豪[23]在其

调查中也得出类似结论。因此，当自我意识高度发展时，可以使得民办高校护理本科生具有较好的自主

学习能力，包括其学习适应能力提升和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等。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民办

高校护理教育者需引导学生正确的监督和调节自我学习目标及学习状态，利用知识提高学生自我意识水

平，帮助其建立良好的自觉理念，引导学生自主能力发展，提高学业成果[24]；其次，教育者要注重理论

联系实践，提高学生的责任感，由于自我意识既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又是一种实践的概念，因此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强化；最后，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持续地对新的知识与技巧进

行学习与掌握，进而增强对自己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激发自己的潜能，增强自主学习能力，促进个体的

发展与成功。 

5. 小结 

综上所述，护理本科生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自我意识与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

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自我意识可正向预测其自主学习能力。但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

时间、地域等原因，本研究只选取了杭州某民办高校中的一部分学生，可能存在样本数量较少、缺乏不

同地域间学生的相互比较等问题，但研究结果对杭州地区民办高校护理专业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之后可

以进一步扩大样本选取范围，提高结论可信度；其次，本研究只调查了自我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两者之

间的直接影响，两个变量之间可能还存在某些其他变量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加以验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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