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X年XX月
XXXXXX

第 XX卷第 XX期
Vol. XX No. XX

中国医学伦理学
Chinese Medical Ethics

新冠肺炎疫情下护理专业学生专业态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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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护理专业学生专业态度的变化，了解学生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所缺

乏的能力，为今后护理专业开设相关课程提供的指导依据。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在新冠肺炎事件疫情期间

对 253名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态度、学习兴趣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增加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查。

发现新冠肺炎事件期间多数学生，在专业上是认可的，态度上是肯定的；新冠肺炎事件对大多数学生的专业

态度、学习兴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父母对护理的态度与学生对护理的态度存在相关关系（P<0. 05）；85%的

护生认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不足的。因此，护理专业学生专业态度水平有待提高，应对突发性公共事

件能力不足，建议护理教育者从实际需要出发，加强学生专业态度和能力培养，在课程设置上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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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professional attitudes of nursing students during the new coronary pneu⁃
monia event，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lack of ability to respond to sudden public events，and to provide guid⁃
ance for the provision of related courses for nursing majors in the future.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s，learning interests，and teaching needs of 253 nursing students during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outbreak. Results show most of the students during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vent were rec⁃
ognized in their majors and positive in attitude.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incident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learning interest of most students.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attitudes to
nursing and students' attitudes to nursing（P<0. 05）. 85% of nursing students think that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emergencies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of nursing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and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sudden public events is insuffici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nursing educators start from the ac⁃
tual needs，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ability training of students，and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etting.

Keywords：Nursing Education；Professional Attitude；COVID-19；Sudden Public Events
自 2019年 12月份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出现首

例确诊感染 2019新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 Dis⁃
ease，2019，COVID-19）的肺炎病例，随后在国内其

他地区陆续出现，并全球传播至 20多个国家。新型

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不同程度

的恐慌，该病涉及全国各个省份，我国累计报告CO⁃
VID-19确诊病例已超过七万［1］，各个省份实行不同

程度的交通管制，新冠肺炎在一段时间之内迅速进

入了每个人的生活，并对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产生了影响，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教育部于 1月
21日启动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2］，疫情期间全国各大医院不允许学生进入临床

实习。全国派出精锐医疗力量 42000人，其中护士

2. 86万人，占医疗队总人数的 68%。郭艳红［3］说，”

护士在对患者的医疗救治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精心照顾，精心治疗，精心观察病情，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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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心理支持”。护士为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治

愈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次疫情使医护人员这

一群体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疫情也使

社会各界人士更清楚地看到了护理人员的重要性

以及所面临的危险，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了深入

了解新冠肺炎期间护理在校学生的专业态度以及

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为今后护理专业学生

开展适宜的教育提供相关指导，笔者对 253名护理

在校学生的专业态度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网络方便抽样的方法，以高校护理专业在校

生为调查对象，其中专科7人，本科194人，研究生52
人。平均（22. 04±3. 21）岁，其中女性217人，男性36人。

1. 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是利用问卷星以及参

考有关文献［4］自行设计的。调查内容分为四个部

分：①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年级、

在读学历等；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缺乏能力以

及需要增加的教学内容；③新冠肺炎期间对学生专

业态度、学习兴趣以及未来工作期望的影响；④护

理专业态度，共 12项有关护理专业态度的陈述（其

中学生专业态度 10项，父母态度 3项），要求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对每项陈述的认可度进行选择。评

分方法采用 Likert3级计分法（认可 1分，说不清 2
分，不认可 3分）。根据有效样本检测，影响程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 74，专业态度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 75，调查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 3天内

完成，发放问卷253份，有效应答率100%。

1. 3 统计学方法

问卷星收集完数据，及时关闭填写通道，以

Excel格式将数据导出，并以单项条目进行人工检

查，发现问题调取原始问卷，形成最终数据库。采

用 spss22. 0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学分析，统计方

法：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描述，Spearman直线相关分析，以P<0. 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新冠肺炎期间护理在校学生专业态度、学习

兴趣的影响程度

由表 1可见，新冠肺炎期间许多学生在“护理专

业的认识与态度”“学习兴趣”与“未来工作的希望”

方面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对相关的开放问题分析

显示，新冠肺炎期间护理在校生对护理工作有了更

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其中许多学生表示在新冠肺

炎期间更加认识到护理工作是神圣的、深刻感受到

护理工作的社会责任以及可能会面临的危险，更加

愿意从事护理专业，进一步激发了学习兴趣和学习

动机，希望今后能成为更加优秀的护理工作者。同

时也有少数同学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使其看到

了护理工作所面临感染的风险，为自己今后的工作

安全感到担心，产生了将来逃离护理工作的想法。

2. 2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在校学生对护理的

专业态度

由表 2可见，多数学生对护理专业的态度是积

极的、肯定的。

2. 3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父母对护理学生所学专业

的态度

由表 3可见：经 Spearman直线相关分析，结果

为父母的鼓励态度与学生积极肯定的专业态度呈

正相关关系，父母的担心疑虑态度与学生消极的专

业态度呈正相关关系。

2. 4 教学中需要增加的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

内容

新冠期间，在护理专业态度“为不能去一线而

遗憾”中 42. 7%的同学显示说不清，而在护理专业

学生考虑去一线工作而缺乏的能力中，85%的同学

认为缺乏紧急的应对措施，62%的同学认为缺乏扎

实的理论措施，54%的同学认为缺乏强大的心理素

质。护理专业学生提出教学中需要增加的应对突

发性公共事件的内容（见表4）。

表1 “新冠”期间护理学生专业态度、学习兴趣的影响（n=253）
项目

护理专业的认识与态度

学习兴趣

未来工作的期望

例数

253
253
253

影响程度（¯x±s）
2. 1±0. 63
2. 06±0. 69
2. 14±0. 65

没有影响

人数

38
52
42

占比

15
21
17

有些影响

人数

151
133
143

占比

60
53
56

影响很大

人数

64
68
68

占比

25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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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水平有待提高

本调查显示新冠肺炎事件期间，62. 5%的学生

表示为自己选择护理专业而自豪，51%的学生表示

说不清“开始喜欢护理工作”，总体上学生对护理专

业的态度是肯定的，而思想上存在着不确定。疫情

期间，国家卫健委发布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感染病

例高达为 1700多例，医护人员感染率高的背景下，

有部分学生存在消极、负面、担忧的情绪，护理专业

学生思想培养工作任重而道远［5］。以往的相关研究

显示［6-7］，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普遍存在不稳定

现象。许多学生并不是因为真的喜欢护理专业而

学习，更多的是父母的意愿或就业前景较好。相关

调查显示［8］，护士学历与职业认同呈负相关，即高学

历护士的职业认同感更为消极。护理管理者应根

据不同学历层次采取分向培养模式，避免通才教育

模式，提高对其专业认同感，已有研究表明该模式

可行［9］。

3. 2 新冠肺炎事件对护理专业学生专业态度相关

影响分析

本调查显示，新冠肺炎事件对多数学生的专业

态度以及学习兴趣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体来

说，其影响主要是积极的，有利于培养护理专业学

生积极的专业态度和学习兴趣。分析产生这种影

响的主要原因如下。

健康传播疫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次调查

显示，93. 7%的护理同学是通过网络形式知晓新冠

肺炎相关知识的，其中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观看

人数较多，但其传播缺乏权威性，易对护生造成不

同程度的误导。新冠肺炎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每

天对一线人员的正面报道，促进了护理专业学生的

专业认同感，其中健康传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色［10］。健康传播一旦缺少了科学性原则，传播内容

表2 护理专业学生对专业的态度（n=253）
编码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C1
C2
C3

项目

护理工作是神圣的

护理工作是有风险的

开始喜欢上护理工作

为自己选择护理专业而自豪

护理工作收到了尊重

为不能去一线而遗憾

一线医护人员的死是不值得的 a

为自己不会去一线而庆幸 a

开始计划毕业后如何摆脱护理 a

为自己选择护理专业而后悔 a

对我所学专业感到自豪 b

对我所学专业感到担心 b

鼓励我做一名优秀的护士 b

认可程度（¯x±s）
1. 21±0. 48
1. 07±0. 30
1. 64±0. 60
1. 42±0. 58
1. 62±0. 73
1. 66±0. 68
2. 49±0. 75
2. 51±0. 63
2. 58±0. 60
2. 61±0. 61
1. 61±0. 66
1. 81±0. 74
1. 51±0. 63

例数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253

认同

83. 0%
94. 5%
42. 2%
62. 5%
53. 0%
45. 9%
15. 8%
7. 1%
5. 9%
6. 7%
47. 0%
38. 7%
55. 8%

说不清

13. 4%
4. 4%
51. 0%
32. 8%
32. 0%
42. 7%
19. 4%
34. 8%
29. 6%
25. 7%
42. 7%
41. 5%
37. 2%

不认同

3. 6%
1. 2%
6. 7%
4. 8%
15. 0%
11. 5%
64. 8%
58. 0%
64. 4%
67. 6%
10. 3%
19. 8%
7. 1%

注：a代表消极态度；b代表父母态度

表3 父母态度与学生专业态度的相关关系（r）
项目

C1
C2
C3

B3
0. 492）
-0. 02
0. 382）

B4
0. 362）
0. 10
0. 301）

B5
0. 351）
-0. 05
0. 372）

B6
0. 4102）
-0. 15
0. 442）

B7
0. 06
0. 15
0. 05

B8
0. 06
0. 22
0. 07

B9
0. 04
0. 301）
-0. 25

B10
-0. 002
0. 25
-0. 02

注：1）P<0. 05；2）P<0. 01
表4 教学中需要增加的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内容（n=253）

内容

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和能力

自我防护意识

急救知识与能力

心理素质教育

消毒隔离知识

公共卫生知识

感染预防知识

传染病学知识

流行病学知识

职业素质教育

人数

222
214
187
154
202
161
188
180
142
118

百分率（%）
87. 8%
84. 6%
73. 9%
60. 9%
79. 8%
63. 6%
74. 3%
71. 1%
56. 1%
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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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不严谨、不科学，就会造成谣言的滋生，放

大公众的恐慌情绪，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科学及

时的健康传播对于稳定护生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许多学生表示在新冠肺炎事件期间，对护

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深刻的体会到护理专业的价

值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今后对待护理课程的学习

会更加重视，这有利于学生培养工作的开展。护理

工作正在进一步得到社会的认可。然而，新冠肺炎

事件所展示出来的护理工作面临着高感染的危险，

也有少数学生表示对今后是否会从事护理工作产

生了疑虑。在针对疫情的健康传播实践中，暴露出

了许多不足，其中有很多健康传播伦理问题有待解

决。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健康传播的伦理共识是规

范健康传播的前提和保证。

父母态度的影响。调查显示，父母对护理的态

度与学生的专业态度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这与郭

玉梅等［3］的调查结果相一致。父母对护理的态度会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学生对护理的态度。护理专业

学生处于职业发展的探索阶段，更需要周围包括所

认识的护理人员等在内的重要他人对其职业发展

方面的支持［11］，使其能够适应自己的角色。新冠肺

炎事件发生后，一线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为大众所

知晓，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了解和认识医

护人员工作现状的机会。新冠肺炎事件的巨大影

响力也提供了一个改变长期以来护理人员未能得

到应有重视，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现状的机会，让

大多数人意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及伟大使命，促

使护理行业社会地位的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认同

感无疑会大大增加。

3. 3 改革教学内容，增强护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

疫情早期，因临床医护人员防护意识和能力不

足，一线工作人员的感染十分严重，凸显出我国医

学在预防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存在明显短板［12］。

师生思想上的不重视以及课程教学设计的不合理

等，导致“预防医学”等课程没有真正被医学生掌

握，学生往往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对公

共卫生学知识的掌握和应对能力的培养。导致学

生对公共卫生、感染预防及职业防护等相关知识认

识不足［13］。全国各大医学院校普遍缺乏关于传染

病的防护教育，更没有战事医护人员演习，以至于

一线工作者只能临时抱佛脚，紧急学习防护技能，

这极大的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此次调查显示，为了

更好地应对类似事件的发生，应对现有的教学进行

改革，增加教学内容或重新整合课程，提高学生的

实际应对能力。增加的内容可根据护理专业学生

的需求及建议：对突发性事件的认识及应对知识与

能力、自我防范知识、消毒隔离知识相关课程为当

前所紧急需要的。廖小利等［14］研究表明，护理工作

者必须打破界限，以护理学科作为核心，促使相关

学科间相互促进。因此，护理教育者应支持护理专

业学生主动接触相关学科，从不同学科角度去应对

医疗卫生问题，为应对类似公共事件的发生，培养、

储备人才。

3. 4 对护理教育的启示

新冠肺炎期间，新闻媒体每天对一线人员的实

时报道使社会各界对护理专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

识，使护理人员和护理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社会对护理工作积极、肯定的态度，父母的支持以

及在新冠肺炎事件中深刻的认识和感受，更加增强

了大多数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这场抗击

新冠肺炎战争，对于学生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学

校和国家出于对学生的保护不允许学生进入临床

工作，然而对于学生来说，则失去了一次很好锻炼

的机会，一线工作给学生们展现的是一节节活生生

的课堂，经历过后可以使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成长起

来。疫情期间也正是我们护理教育的关键时刻，然

而，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停课的文件下达之后，少

见高年级医学生主动请战去一线，甚至已在实习的

学生都停止实习。我们不能仅仅为众多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感动，在重大疫情来临之前，如何发挥学

生的专业作用，护理专业学生能为社会大众做些什

么，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护理教育工作者应充分

利用目前的良好时机，培养既有临床护理知识又有

疾病防御基础技能的人才。

4 小结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护士白衣天使的形象被赞

美、被感动，作为一名护理专业的学生希望被关注

更多的是护理的专业性和护士在每一次救治过程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网络媒体的多次报道为

专业学生也提供深入了解护理工作的机会，让大多

数人意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及伟大使命，促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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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热爱护理专业。本调查显示，护理专业学生的

专业思想水平有待提高，专业态度的看法易受周围

因素的影响，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相对不

足。国家和学校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加强

护理专业的宣传工作，增强护理专业学生应对突发

性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教

育，建立良好的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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