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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对毕业论文认知情况的调查分析
史淑杰 常广 明 刘 听 程春梅 朱红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神经科 1 , 侧艳场

摘要 目的 :调查护理本科生对毕业论文的认知情况
、

参与科研的能力和积极性
,

分析其科研素质现状
,

以便改进护理研究

实践
、

教学与管理工作
,

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

方法 :采用 自制问卷的方式对某医科大学 2(X犯级护理本科 85 名 同学进行

调查研究
。

结果 : 81
.

58 % 的学生认识到写毕业论文的必要性
,

98
.

68 % 的学生表示重视
,

71
.

05 % 的学生认为要求过高
,

84
.

21 % 的

学生认为困难很大
、

难以应付
,

43
.

42 %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被动性
。

结论 :护理本科生科研意识比较淡薄
,

科研思路

不 清晰
,

存在被动性
,

今后应加强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训练
,

提高指导老师的论文指导水平
,

增强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

关健词 :护理本科生 ;毕业论文 ;认知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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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能力是护理本科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川
。

作为

护理研究实践环节的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是对学生综合运用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的全面检验
,

是集中训练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要教学环节[z]
。

本

研究为了解护理本科生对毕业论文的认知情况即护理本科生

对毕业论文的看法
、

认识及所持态度
,

并分析其原因
。

在毕业

生产实习后期对某医科大学 2(X犯 级护理本科生进行了调查
,

旨在提高护理本科生对这一科研训练的重视
,

改进我们毕业

论文的教学管理工作
。

现将研究过程报告如下
: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某医科大学 2(X犯级护理本科生 95 名
,

均为女生
,

年龄 22
一
25 岁

。

学制四年
,

在校期间已修完规定的各门课程 (印余

门)
,

包括(护理研究》叨 学时
,

(医学统计学》48 学时
,

(医学论

文写作》16 学时
,

大学英语及专业英语
。

调查前排除 10 名在

外地实习的学生
,

最终调查对象为 85 名学生
。

股级护理本科生实习自么刀5 年 9 月开始至 2(X万年 4 月

作者简介
:
史淑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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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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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本研究调查时间为 2(X巧年 3 月 13 日至 2 (X拓年 3 月 20

日
,

处于实习的后期
,

学生正在资料收集整理分析
,

准备撰写

论文的阶段
,

这一阶段同学们对科研训练的认识较为深刻
,

更

深有感触
。

本研究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法
。

调查前用封面信

的形式向同学们说明调查的目的和填写要求
,

要求认真如实

填写
。

发放问卷 85 份
,

收回 76 份
,

有效收回率为 89
.

引%
,

有

效问卷率为 100 %
。

1 2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内容参考有关资料 自行设计
,

包括护理本科生

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包括 8 道题 目) ;参与毕业论文的

情况(包括 7 道题目) ;与指导老师的沟通交流情况(包括 3 道

题目) ; 毕业论文的困难程度和因素调查 (包括 3 道题 目) ; 毕

业论文的对自身积极的影响(包括 3 道题 目)以及个人护理科

研的体会等方面
,

共 24 道题目
,

其中个人对护理科研的体会

为开放性的问题
,

自由回答
,

其它题 目均为选择式问题
。

同

时
,

收集了有关本科生论文指导教师的基本资料进行辅助分

析
。

1
.

3 分析资料的方法

统计学处理
,

所得数据计算百分数
。

1
.

4 效度测定

由护理学院及临床的五位护理学专家进行本调查问卷的

效度测定
,

其中 4 道题的效度为 0
.

8 > 0
.

75
,

其余效度均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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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效度值为 0 漪印
。

此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

2

2
.

1

结果

学生对毕业论文皿要性的认识

项目

裹 1 本科生对毕业论文的. 要性认识 《
n 二

76
.
% )

入沁滋飞 .

滋邹目咧七
, 。

一
山川t侃 吮四回比‘ , 山函闭 出面

。
.

人数(比例 % )

毕业论文的必要性

81
.

58 肠

主观上的重视程度

98
.

68 %

重视的原因

67
.

11%

科研论文的积极性

43
.

42 %

今后做科研的打算

主动投人的精力

主动投人的时间

论文所占时间精力

(相关考试
、

毕业论文
、

找工作)

很必要

一般

不必要

非常重视

一般

不重视

和学位证挂钩
,

涉及毕业成绩

优秀论文对找工作有益

自身科研意识和兴趣的驭使

很积极

一般

有点被动

随时准备

顺其自然

不会
,

没想过

大量

一般

很少

大量

一般

很少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28 (36
.

84 )

34 (44
.

74 )

14 (18
.

42 )

28 (凭
.

以)

47 (6 1
.

84 )

l(1
.

32 )

4 1(53
.

95 )

10(13
.

16 )

25 (32
.

89 )

12(15
.

79 )

3 1(40
.

79 )

3 3(43
.

42 )

29 (3 8
.

16 )

38 (兔)

9(11
.

84 )

24 (3 1
.

5 8 )

45 (59
,

2 1 )

7 (9
.

2 1 )

20 (26
.

3 1 )

55 (72
.

37 )

l(1
.

32 )
一4 (18

.

42 )

3 8(功)

24 (3 一5 8 )

2
.

2 学生参与毕业论文的情况

裹 2 本科生参与毕业论文的情况 《
n = 76

,

% )

n 姆 云恤西m if nl 叮” n g 切记句, 如血 公
e 声” in 夕目囚1. 也晰

。
.

裹 3 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困难程度和因素 (
n = 76

,

肠 )

飞抽 , 目u西m 由面 . J nU r 目口 g 皿如, 山血
, 。d iffi n d t山咨ee . 洲】抽‘d 诩

.

项目 人数(比例 肠 )

项目 人数(比例 % )
毕业论文的要求

选题时间

开题前课题筹备时间

实习开始

开题报告前几天

实习巾期

约 1 一 2 个月

半个月左右

仅几天

自主选定
,

导师认可

指导教师指定

开题前匆忙选题

许多

少量

没有

经常

偶尔

很少

很多

仅 1 一 2 个

没有

四(38
,

16)

25 (32
.

89 )

22 (28
.

95 )

17(22 3 7 )

47 (6 1
.

84 )

12(15
.

79 )

43 (肠
.

5 8)

24 (3 1
.

58 )

9(1 1
.

84 )

19(25 )

32 (42
.

1 1 )

25 (32
.

89 )

25 (32
.

89 )

36 (47
.

37 )

15 (19
.

74 )

16 (2 1
.

仿)

4 1(53
.

95 )

19(25 )

困难大
,

难应付

具体困难因素

(最难的两项 )

很高

有点高

不高

是

否

选题

制作问卷

11(14 47 )

43 (56 58 )

22 (28
.

95 )

麟(84
.

2 1 )
12 (15

.

79 )

弘(幻
.

5)

42 (65
.

63 )

选题方式

查阅国外文献情况

2
.

4 学生与论文指导老师的沟通交流情况

裹 4 本科生与指导老师的沟通交流情况 (
n =

76
,
% )

S血肠. 袱th in st n 加t t
恻抽湘

, 。国m 朋”。正m
.

与周围同学的探讨交流
项 目 人数(比例 % )

与指导老师的交流

向除指导老师以外的人请教

困难求助的对象

被指导老师的督促

2
.

3 学生认为毕业论文的困难程度和因素

经常

偶尔

较少

指导老师

周围同学

有资历的老师

总是

很少

从无
.

都是我主动

28 (36
.

84 )

3 3(43
.

42 )

15(19
.

7 4 )

39 (5 1
.

3 2 )

2 1 (27
.

63 )

16(2 1
.

05 )

13(17
.

10 )

公(3 8
.

16 )

34 (44
.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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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我院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教师共 42 名
,

其基本情况如

表 5 论文指导老师情况 (
n 二

42
,

% )

仆
e 滋奴. 6 m ab 侧t i斑加c t tea 山e 功

.

项 目 人数(比例 % )

职 称

工作时间

发表论文情况

主任护师(教授)

副主任护师 (副教授)

主管护师(讲师)

护师
、

护士(助教)

10 年以上

5年以下
5篇及以上

3 篇
一 5 篇

1 篇
一 3 篇

暂无

1(2
.

3 8)

6 (14
.

29 )

12 (28
.

57 )

24 (57
.

14 )

2 1(50 )

16 (38
.

10 )

2( 4
.

76 )

4 (9
.

52 )

9(2 1
.

43 )

盯(醉
.

29 )

3 讨论

护理人才尤其是既具有临床实践能力
,

又具有科研能力

的复合型高素质护理人才
,

是护理专业发展所翘首企盼的阁
。

科学研究是护理学科中的薄弱环节
,

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相

应的科研人才
,

目前我国护理硕士
,

博士毕业生还比很少
,

本

科生在护理科研领域担负着重要责任
。

沈宁在《我国本科护

理教育培养目标的调整》一文中指出护理研究能力是护理本

科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l1
。

通过撰写毕业论文
,

培养学生从

事护理科研的初步能力
,

树立严谨
、

求实
、

刻苦钻研
、

勇于探

索
、

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
,

应当是护理本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
。

但从本次调查结果看
,

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

主要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

3
.

1 学生自身方面

3
.

1
.

1 部分学生思想上不够重视
,

表现出严重的任务观念
:

由表 l 可以看出
,

尽管 98
.

68 % 的学生予以重视
,

81
.

58 % 的学

生认为毕业论文有必要
,

可是仍有 43
.

42 %的学生在论文的撰

写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

主动投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学生只占

l乃
,

而且有 67
.

11 % 的学生予 以重视的原因不是自身科研兴

趣和意识的驱使而是因其涉及毕业成绩
,

使同学们在论文写

作上表现出严重的任务观念
。

在毕业生产实习期间的相关考

试
、

毕业论文
、

找工作三者中
,

50 % 的学生都将在毕业论文上

的时间精力放在了第二位
,

这种结果是一种必然
,

因为毕业论

文收集资料或实验过程的时期正是各大招聘会的举办时期
。

尽管如此
,

学生可以在思想上提高对毕业论文的认识
,

毕业论

文是护理研究的实践阶段
,

是一次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

有论文

指导老师的指导
,

并且可以为今后的护理科研奠定良好的基

础
,

指导教师和学院应督促学生协调好每件事情
,

合理安排时

间
。

3
.

1
.

2 学生科研意识淡薄
,

存在被动性
:

针对选题一方面
,

调

查显示
,

32
.

89 % 的学生在开题报告前几天开始选题
,

28
.

95 %

的学生在实习中期
,

也就是距离实习结束还有两个月的时候

才开始选题
。

毕业论文在 么力5 年 9 月中旬就布置给学生
,

开

题报告分三批进行
,

大概从 2侧)5 年 n 月中旬至 12 月 5 日之

前开题结束
,

在开题前给与同学们至少 2 个月的准备时间
,

61
.

84 % 的学生却在开题前半个月开始准备
,

仍有 巧
.

79 % 的学生

仅在开题前几天才准备
。

这说明学生们对护理科研的兴趣严

重缺乏
,

科研意识淡薄
,

没有紧迫感
,

同时存在很大的被动性
。

在选题方式上
,

只有一半的学生是自主选题
,

31
.

58 % 的学

生有指导老师指定选题
,

还有 11
.

斜% 的学生是为了应付开题

匆忙选题
。

选题是科研过程的第一步对学生来说是较 困难

的
,

指导教师要发挥作用
,

启发学生深人的思考
,

能够在临床

实习阶段及时发现问题
,

发现可研究的素材
,

这同时要求护理

本科生要有洞察力
、

敏捷的思维以及创新能力
,

即要有浓厚的

科研意识
。

3
.

1
.

3 学生在毕业论文进展中认为困难大
,

存在抵触情绪

71
.

05 % 的学生认为要求护理本科生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有

点高
,

84
.

21 %的学生认为困难很大难以应付
,

这样使学生产生

了许多抵触的情绪
。

在调查中
,

学生们对开放式问题的做答

流露出自己的体会
, “

对于我们
,

重要的是熟悉科研步骤
,

注意

事项
,

但不应强求结果
,

毕竟经验少
” , “

能熟悉科研过程就达

到目的了
,

对本科生要完成一篇独立的论文要求是有点高

了
” , “

迫不得已学到了什么是论文
,

该怎样去准备论文
” , “

只

能了解写论文的程序和培养了一定的科研思维
,

但要求写出

高质量的论文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有一定的难度
” 。

曲华在其

研究中曾经表明
,

在论文撰写方面
,

对学生的期望值不能过

高
,

应按照论文撰写的标准
,

引导学生循序渐进的独立完成选

题
、

检索
、

调查实验
、

撰写等过程[z]
。

3
.

1
.

4 学生与指导老师的沟通交流的少
:

能够达到经常与指

导老师交流的学生只占 36
.

84 %
,

能够在护理科研过程中主动

去找老师的学生也只不过占 44
.

74 %
。

有问题不能及时的与

老师沟通
,

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
,

这也是由于学生对科研论文

的认识不够
,

重视程度不够
。

3
.

2 指导教师方面

论文指导教师的选择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

指导教师应具

有丰富的科研经验
,

熟悉护理科研实践的各个环节
,

具备指导

学生进行护理科研实践与毕业论文写作的能力 [s]
。

指导老师

的态度和各项素质会影响学生对论文的认知
。

然而
,

我院指

导砚 级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教师一共 42 名
,

现存的问题
:

38
.

10 %的指导教师在临床工作在 5 年以下
,

相对而言
,

还

没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

指导教师本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足
,

醉
.

29 % 的教师从

未发表过任何级别期刊的论文
。

大多是临床的护士长
、

护士
,

还有 40 名指导老师在繁忙

的临床工作之外兼职教学工作
,

占总人数的 95
.

24 %
,

这样对

毕业论文的指导上投人的精力自然会减少
。

论文指导教师各项素质呈现明显的层次性
,

研
.

汾%的指

导老师没有发表过论文
,

科研水平存在差异大
,

这样会影响学

生论文进展程度和论文的质量
。

总之
,

尽管护理本科生在毕业论文的认识上存在许多的

不足
,

但是通过毕业论文同学们的感受很多
,

其中体会较深的

有以下几点
:

¹ 重在参与
,

懂得方法 ;º增强了科研意识和兴

趣
,

有很大的收获 ; »知难而进必有成果
,

同学们在毕业论文

中体会到一定的难度
,

但势在必行
,

万事开头难
,

只要敢于尝

试
。

3
.

3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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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1 护理本科生写毕业论文是非常必要的
,

有必要长期坚

持下去
:

在实习期间撰写毕业论文能使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

题
,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助于其了解护理学科的发展状

况
,

开拓思路
,

更好的理解和巩固学习的内容[s1
。

通过这次科

研训练
,

学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锻炼了自己的科研思维
,

有很

大的收获
,

使自己具备了护理科研的初步能力
,

为将来临床工

作中搞护理科研奠定了基础
。

学生亲身体会
, “

护理科研是一

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

通过亲自实践
,

不但掌握了论文的写作过

程
,

而且从中收集学习到很多知识
,

并且可以了解国内外的最

新动态
” ,

尽管学生知道作毕业论文存在很多的困难
,

但是在

开放式问题的回答中有 78
.

20 %的学生对毕业论文持赞同的

态度
,

所以对护理本科生在生产实习期间完成一篇毕业论文

是极其必要的
,

希望护理学院能将此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并

能开展的更好
。

从长远来看
,

能够提高护士队伍的护理科研

能力和素质
,

使本科护理开展的更有意义
、

有价值
。

3
.

3
,

2 提高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各项素质
:

指导教师要有丰

富的科研实践经验
,

对护理科研实践的各个环节非常熟悉
。

在指导毕业论文之前要对所有的指导教师进行统一的培训
,

包括毕业论文的各个步骤
,

每个步骤应达到的要求
,

统计学方

法
,

资料收集方法
,

制定指导老师的评定标准
,

可以通过考核

的方法选择论文指导教师以保证学生在护理科研实践中得到

锻炼
,

培养其应具备的能力
。

3
.

3
.

3 加强毕业论文教学的管理工作
:

学院应在学生进行护

理科研训练前期
,

中期
,

后期进行全程监督和管理
。

首先
,

了

解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心理
,

讲解论文写作在护理工作

中的意义
,

让学生从思想上重视这一科研训练 ; 其次
,

合理安

排实习与毕业论文实践的时间
,

使同学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准

备论文 ;然后
,

制定护理科研实践大纲
,

明确每一段时期内的

实习内容与要求
,

并且在每一阶段都要进行监督检查
,

如第 1

一 10 周完成论文选题
,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研究 目的
,

第 n 一 14

周完成文献综述
,

第 巧 一 20 周完成研究设计
,

确定并完成抽样

和收集资料的方法
、

工具
,

第 21 一 32 周完成收集资料
、

数据统

计分析
、

对结果进行讨论
、

完成整篇论文
。

3
.

4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虽然分析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知情况
,

但作为

一项调查研究 76 份的样本量不足
。

调查试用范围存在局限

性
,

可能在一些阐述的观点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

4 结论

科学研究对护理专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

护理学科必

须具备自己独特的理论
,

并以科研成果不断充实与发展理

论[6]
。

截至 2(X) 5 年本科毕业生仅占全国 n 6 万护理人员的 0
.

26 % [,]
,

护理事业要发展
,

要出成果
,

必须培养相应的科研人

才
。

护理本科教育日益繁荣
,

探索如何提高本科护生的护理

科研水平迫在眉睫
,

怎样让学生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应引起更

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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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的脾与肾在生长发育与衰老
、

饮食物的消化吸

收
、

血液生成以及水液代谢等诸多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
,

都涉

及西医的多个系统和器官
,

尤其表现在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

统等方面
。

沈自尹等通过补肾与健脾对免疫系统不同作用方

式的研究
,

发现健脾药对免疫系统是直接作用 ;补肾药是先作

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
,

而后才影响于免疫系统
,

亦即是作用于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下行道路 [s]
。

病理生理学家侯灿于

1拓2 年提出
“

脾
”

是体内能量转化机构的总称
, “

肾
”

是能量转

化机构(脾)的调节者
。

广义的
“

脾
”

所指的并不限于能量转化

与营养物质代谢
,

还包括机体的调控系统 (上层 )及其支配下

的各功能系统(下层 )
,

即等同于
“

肾
”

[9]
。

有学者认为中医的

肾与基因相关〔l0] ;
有人认为中医脾可等同于线粒体[jl l

。

有人

提出脾与肾的关系是副交感神经与交感神经协调配合
,

维持

人体的动态平衡〔侧
。

故我们可以拓宽思路
,

从不同角度对脾
、

肾的关系加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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