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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产教协同背景下护理专业本科生(简称“护生”)实习前对老年人态度、老化知识水平及人文

关怀能力现状，探讨护生对老年人态度、老化知识水平相关性。方法：使用对老年人态度量表、护生老

化知识量表、关怀能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星对新疆某医科大学实习前护生开展网络调查。结

果：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得分为(108.69 ± 20.73)分，偏见维度得分为(64.42 ± 15.47)分，欣赏维度得分为

(44.27 ± 10.49)分；老化知识得分(9.79 ± 3.74)分；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为(150.89 ± 11.43)分，认知维度

得分为(63.54 ± 10.66)分，勇气维度得分为(38.69 ± 9.53)分、耐心维度得分为(48.67 ± 7.99)分；护生

老化知识与对老年人态度呈负相关(r = −0.204)。结论：实习前护生对老年人态度趋于负向、老化知识普

遍缺乏，人文关怀能力水平偏低，护理教育者及管理者需加强对护生老年护理专业课程及人文关怀的教

育，提高护生的老化知识水平及人文关怀能力，以便护生更好地适应及过渡到临床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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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ttitude, aging knowledge level 
and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towards the elderly before pract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ttitude and aging knowledge level.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attitude 
scale for the elderly, nursing students’ aging knowledge scale and caring ability scale, and online sur-
vey was conducted among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practice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Xinjiang by ask-
ing questions. Results: The score of nursing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elderly was (108.69 ± 
20.73), the score of prejudice dimension was (64.42 ± 15.47), and the score of appreciation dimension 
was (44.27 ± 10.49). The score of aging knowledge is (9.79 ± 3.74); The total score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is (150.89 ± 11.43), the score of cognitive dimension is (63.54 ± 10.66), the score of courage 
dimension is (38.69 ± 9.53), and the score of patience dimension is (48.67 ± 7.99). There was a nega-
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of aging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elderly 
(r = −0.204). Conclusion: Before practice, the attitude of nursing students towards the elderly tends to 
be negative, the knowledge of aging is generally lacking, and the level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is low. 
Nursing educators and manager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humanistic care, and improve their aging knowledge level and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so 
that nursing students can better adapt to and transition to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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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医疗人才的关键环节，其中临床实习作为医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过渡阶

段，对于提高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然而，目前我国医学生临床实习中

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实习内容与临床实际脱节、带教质量参差不齐、学生主动性不足等[2]。这些问题不

仅影响了实习效果，也降低了医学生的实习满意度，进而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3]。产教协

同是当今我国各大高校一致推行的新型育人理念和模式。产教协同是指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

促进学生的知行合一，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应用实践能力[4]。《“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提

出要坚持健康至上，以老年人健康为中心。由于老年人患病率高、住院率高、住院时间长、床位周转率

低，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导致护理服务需求大幅增加[5]。老年患者由于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如多种慢

性疾病的共存、身体功能的减退以及心理的脆弱，对医疗服务和护理有着更为多样化的需求[6]。护理的

本质即为关怀[7]，具有较高人文关怀能力的护士可以有效减轻临床工作压力、提高患者满意度、提升护

患关系和谐度、增强护士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8]。人文关怀能力是护士综合护理素养的核心和实现高质

量护理的前提[9]。护理本科生(简称“护生”)是临床护理工作的核心骨干力量，有效提升护生的人文关怀

能力是当今社会护理工作的立足点、现时代护理教育的需求体现[10]。护生具有较高的人文关怀能力不仅

可以提高其交流能力，而且还有助于及时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11]，人文关怀能力对护生、患者及其家属

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多数研究停留于现状描述，缺乏对态度–知识–能力三者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如

“知识水平是否直接影响关怀行为”，较少从护生对老化知识水平、老年人态度及人文关怀能力等角度

进行研究。同时对即将进入实习(进入临床实践基地前 1 个月)的本科护生群体缺乏相应研究。本研究聚焦

实习前护生对老化知识水平、老年人态度、人文关怀能力调查入手，探讨护生对老化知识水平、老年人

态度及人文关怀能力的相关性，为高等医学院校制定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提供实证依据和参考建议。 

2. 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4 年 10~12 月，采用护生老化知识问卷、老年人态度及人文关怀能力问卷对新疆某医科大学即将

进入临床实习的 300 名本科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条件：全日制在读护理专业本科生；知情同意并自

愿参与本研究。纳入标准：在读护理专业本科生；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排除标准：患有心理或精神疾

病；主观意愿不愿参加调查者；已休学或退学的学生。 

2.2. 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年龄、性别、常住地、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情况、与老年人关系情况等。 
(2) 老年人态度问卷(KAOP)：包括偏见和欣赏 2 个维度：由 Kogan [12]于 1961 年编制，我国刘云娥

[13]等于 2014 年翻译并修订 KAOP，量表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积极条目分数分别计 1~6 分，消极条目则相反。总分 25~175 分，分值越

高，表示态度越积极。KAOP 总分 > 100 分表示对老年人态度呈积极，<100 分表示消极。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 0.788。 

(3) 老化知识量表(FAQ1)：1998 年由国外学者 Palmore [14]编制，用来评估人们对老化知识的了解程

度。本研究采用的是 Wang 等[15]翻译修订的中文版 FAQ1 量表。该量表共包括 25 个条目，内容涉及老

年人生理、精神、社会等方面，选项分别为“是、否、不知道”。其中奇数项答案为“否”，偶数项答案

为“是”。答对计 1 分，答错或答不知道计 0 分，得分 0~25 分，总得分不少于 15 分及格，分数越高表

明对老年人知识的掌握水平越好。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系数 0.68，国际上一般认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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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系数大于 0.6，表示具有满意的稳定性。  
(4) 关怀能力评价量表(CAI)：1990 年由 Nkongho [17]首创，国内学者徐娟、马芳[18]、肖霞等进行

翻译，2016 年吴冰[19]等对关怀能力量表进行了本土化修订，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包括认知、勇气、耐心

3 个维度。现行量表主要包含 37 个条目，由认知(14 个条目)、勇气(13 个条目)与耐心(10 个条目)组成，

每项均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从“完全反对”至“完全赞同”分别赋值 1~7 分，总分为 37~259 分。国

际护士关怀能力评分标准：>220.3 分表示关怀能力高，203.1~220.3 分表示关怀能力中等，<203.1 分表示

关怀能力低，该量表作为测评人文关怀能力的权威工具，在人文关怀能力的探索和研究中应用颇广。CAI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1，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 0.801~0.877。 

2.3. 调查方法 

为确保调查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开展了预调查，预调查范围为新疆某医科大学护理专业各年级

本科学生，总计预调查人数为 30 人。通过初步填写问卷，对问卷中问题设置不合理、答案设置不明确等

问题进行修正，修正后得出最终版问卷。本研究以发放问卷星链接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设置统一的指

导语，经知情同意后，采用匿名方式进行线上填写；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76 份，其中有效问卷 267
份(9 份问卷因答题时间不符合规则剔除)，回收有效率 96.7%。 

2.4. 统计学方法 

双人核对数据无误后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其中计数资料用例

(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用(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对比差异性分析，以 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 267 名实习前护理专业本科生符合调查要求。其中性别：男 21 名(7.87%)，女 246 名(92.13%)；
常住地：155 名(58.05%)护生居住在农村，112 名(41.95%)护生居住在城市；独生子女：49 名(18.35%)为
独生子女，218 名(81.65%)为非独生子女；填报护理专业意愿：178 名(66.67%)为自愿填报，24 名(8.99%)
为学校调剂，65 名(24.34%)为父母期望，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267 nursing undergraduates (n = 267) 
表 1. 267 名护理专业本科生一般资料(n = 267) 

选项 类别 例数 构成比(%) 

与老年人共同居住时间 

没有 96 35.96 
不足 1 年 47 17.60 

1 年至 3 年以下 41 15.36 
3 年至 10 年以下 29 10.86 

10 年以上 54 20.22 

与老年人关系 
好 217 81.27 

一般 49 18.35 
不好 1 0.37 

家人对老年人态度 
好 247 92.51 

一般 19 7.12 
不好 1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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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有无被老年人照顾经历 
有 205 76.78 

无 62 23.22 

有无照顾老年人的经历 
有 192 72.91 

无 75 28.09 

是否愿意从事老年照护工作 

是 176 65.92 

否 24 8.99 

不知道 67 25.09 

3.2. 本科护生对老年人态度问卷得分情况 

本研究调查，本科护生 KAOP 总得为(108.69 ± 20.73)分，偏见维度得分为(64.42 ± 15.47)分，欣赏维

度得分为(44.27 ± 10.49)分，见表 2。 
 

Table 2. Total score of KAOP and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n = 267) 
表 2. 本科护生 KAOP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n = 267) 

维度 条目数 得分(𝑋𝑋� ± S) 

偏见 17 64.42 ± 15.47 

欣赏 17 44.27 ± 10.49 

总分 34 108.69 ± 20.73 

3.3. 本科护生老化知识水平得分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老化知识量表得分(9.79 ± 3.74)分，低于及格线为 15 分，处于较低水平，按 15
分为及格线计算，本研究中有 17 名护生的老化知识得分在 15 分及以上，及格率为 6.34%。 

3.4. 本科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与国外常模比较情况 

在本调查研究中，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为(150.89 ± 11.43)分，认知维度得分(63.54 ± 10.66)分，

勇气维度得分(38.69 ± 9.53)分、耐心维度得分(48.67 ± 7.99)分。本次研究结果与国外常模得分情况进行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scores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ith foreign norms (n = 267) 
表 3. 本科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得分与国外常模比较(n = 267) 

评价要素 人数 认知维度 勇气维度 耐心维度 总分 

护理本科生 267 63.54 ± 10.66 38.69 ± 9.53 48.67 ± 7.99 150.89 ± 11.43 

国外常模 1388 80.22 ± 7.56 68.25 ± 11.57 63.11 ± 4.19 - 

t 值  −25.577 −50.694 −29.546 - 

P 值  <0.001 <0.001 <0.001 - 

3.5. 本科护生老化知识水平与对老年人态度相关性分析 

将本科护生老化知识得分与对老年人态度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本科护生老化知识与对老年人态度

呈负相关关系，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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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knowledge level of aging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elderly (n = 267) 
表 4. 本科护生老化知识水平与对老年人态度相关性分析(n = 267) 

项目 老化知识 对老年人态度 
老化知识 1  

对老年人态度 −0.204 1 

4. 讨论 

4.1. 本科护生对老年人态度显现出负向趋势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对老年人态度趋于负向。Kogan 等[12]将对老年人态度定义为：个体对老年人所

持的信念及感觉。在本研究中，护生 KAOP 总分为(108.69 ± 20.73)分，以 136 分为中间值，整体呈现出

负向态度，这一结果与严露培等[20]研究相符，然而与杨新恋等[21]研究结论有所差异。尽管护生对老年

人态度整体偏负向，但仍有 176 名(65.93%)护生表示愿意从事老年照护工作，这可能源于护生及其家庭

与老年人关系较为融洽，以及大部分护生具有照顾老人的经历。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高校在护生教育方面肩负着重任。相关研究[20]发现，加强护生老年护理课程建设，能够有效促进护生对

老年人正向态度的形成。护生作为护理高质量发展的后备力量和优秀人才储备，高校应高度重视并加强

对护理学生的老年课程教育，积极改进课堂教育模式，构建合理的老年护理课堂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

的需求，提升护生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能力，为老年护理事业培养更多合格的专业人才。 

4.2. 本科护生老化知识普遍缺乏 

老年人常患多种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失智症)，需护生具备整合生理、心理、社会需求的

综合关怀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老化知识总得分为(9.79 ± 3.74)分，低于及格线 15 分，提示护生老

化知识水平较低。这一结果与付倩倩等[22]研究的护生老化知识总分为(9.97 ± 3.47)分结果相似，但低于

张乾龙等[23]研究的本科护生老化知识总分。本研究中的 267 名护生虽已学习老年护理学相关课程且已

通过相关课程考核，但护生对老化知识掌握情况仍不乐观，这可能与没有设置系统的老化知识教育课程

有关。有研究[23]表明，设置老化教育课程，有利于提高护生老化知识水平，改善对老年人积极态度。部

分院校老年护理课程设置单一，重理论轻实践，未融入跨学科知识(如老年心理学、伦理学等)，导致护生

对老年人生理病理(如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如抑郁识别)及社会支持需求的知识存在明显缺口。建议医

学院校应系统设置老年护理相关课程，加强护生老化知识及老年护理专业知识的教育，以提高护生相关

老年护理知识，为护理行业培养优秀人才奠定基础。 

4.3. 本科护生人文关怀能力有待提升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知维度得分最高，其次为耐心维度，最后为勇气维度，与多个学者研究结果一

致[24]。但与国外常模调查结果相比，本研究各维度得分情况均比其得分低，考虑原因可能为人文关怀的

相关课程设置不完整，教学形式较为单一，导致护生上课学习效率较低，对人文关怀相关知识掌握有限，

从而导致护生人文关怀能力较弱。有研究表明[25]，设置护士人文修养课并运用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的

课程设计，能对学生人文关怀能力、临床沟通能力以及情绪智力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提示高校应增加

护士人文修养相关课程并创新教学方法，有助于护生对人文关怀知识的掌握。勇气维度是指未知事物的

潜在能力。本研究的勇气维度得分较低，考虑原因可能为目前的人文护理课程多为传统课堂教学，缺乏

人文实践环节，不利于锻炼护生的关怀勇气，提示高校教育者应加强护生主动关心他人、处理未知情况

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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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人文关怀能力问卷得分标准，低于 203.10 分提示人文关怀能力较低[26]，本研究中本科护

生人文关怀能力总分为(150.89 ± 11.43)分，提示本科护生人文关怀能力仍有提升空间。这一结果与祁艳霞

等[27]研究结果相似，但低于马语莲等[28]对 480 名本科护生进行人文关怀能力调查，人文关怀能力得分

(180.31 ± 23.60)分。这可能与我国人文关怀研究开始较晚及人文关怀教育缺乏有关，导致护生对人文关怀

的认知不够深刻。相比之下，西方国家较早注重对护理专业学生人文方面的教育及培养他们积极主动关

心病人的勇气与耐心[22]。提示高校应加强人文关怀建设，增加相关教学内容，以提高护生人文关怀能力。

老龄化社会对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需求呈现多元化、技术化、文化敏感化三大特征。当前研究虽已通过

技术创新与文化适配部分回应需求，但仍需通过教育体系重构、政策支持强化、跨学科资源整合，系统

性培养“懂技术、有温度、能跨界”的护理人才，真正实现“老有所护”的社会愿景。因此，未来可参考

国内外相关成熟经验，注重护生人文关怀能力的专业培训，同时将人文关怀理论与我国文化相结合，完

善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和评价体系。 

4.4. 本科护生老化知识得分与对老年人态度得分呈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老化知识得分与对老年人态度得分呈负相关，与此前多位学者[24] [29]研究结

果不一致，这可能与护生老化知识水平较低有关，从而导致护生对老年人态度较为消极。实习护生老化

知识掌握情况影响他们对老年人的态度，护理人员对老年人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其对待老年人的

态度就会越发积极、正面[30]。从培养专业护理人才角度出发，高校有必要加强对本科实习护生的教育引

导，通过构建完善的老年护理学课程体系，在教学中深度阐释老年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助力学生全面提

升老年护理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进而推动学生对老年人形成更友善、专业的态度。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对老年护理人才的需求从“技术操作型”转向“全人关

怀型”，对护士人文关怀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基于产教协同的多元化实习模式能提高医学生的临床实

践能力。护生的人文关怀教育亦不容忽视，高校应完善护生人才培养方案以及组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

通过校院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的方式，与相关社区、医院建立联合培养基地，强化人文课程体系中的实

践教学环节，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实现全方位加强护生人文关怀素养的培育。根据社会建构主义[31]，
学习是一个协作的过程，职业认同是从个人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发展起来，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

其对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让职业认同感得到增强，要么是使职业认同感被削弱[32]。
因此，应注重护生在实习过程中的正向体验，对不良体验进行疏解和引导，帮助学生建立稳定的职业认

同感。 

5. 小结 

人文关怀能力高的护生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更能识别病人情绪和懂得倾听病人需求并积极回应，同

时更能得到病人的尊重。这种积极体验能够反哺护生的职业认同感。本研究通过系统性调查与深入分析

揭示，本科护生在实习前对老年人的态度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向倾向，其老化知识水平未能达到理

想状态，人文关怀能力也相对薄弱。这一现状提示护理教育者及管理者需将工作重点聚焦于护生老化知

识以及老年护理专业知识的教育强化上，致力于提升护生的老化知识水平，以此为切入点，逐步扭转并

改善其对老年人的正向态度塑造。此外，还可依托智慧课堂，利用各资源库结合虚拟仿真技术，将传统

教育理念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模拟不同情境下患者人文关怀护理的场景，推动护生在人文教学实践

中掌握发现、分析、解决人文相关问题的能力，促进护生学习人文类课程的主观能动性，将人文理论知

识与人文实践能力形成有机结合，拓宽培养护生人文关怀意识和能力的教育途径，以便提升护生人文关

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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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可进一步拓展样本量和扩大调研的院校，针对老年护理教育相关课

程学习与实践中护生的老化知识等问题，需做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以增强老年护理教育人才培养的精准

性和有用性，为产教协同背景下高等医学院完善及基于健康老龄化的医学人文教育策略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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