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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究领悟社会支持在护理学本科生(以下简称护生)负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怠间的中介作用,为解决护生学业

倦怠、促进心理健康的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４所大

学的９３１名护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大学生学业倦怠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压力知觉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等

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护生学业倦怠、焦虑、抑郁、压力和领悟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５７．８６±８．５６)分、(４４．１８±９．２０)

分、(４９．４９±９．８３)分、(３８．７２±７．５０)分、(５７．０５±１４．２３)分.学业倦怠与焦虑(r＝０．３７４)、抑郁(r＝０．４９９)、压力知觉(r＝
０．５２９)呈正相关;与领悟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０．３７０,均P＜０．０１).领悟社会支持在护生负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怠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１２．７９％.结论　负性心理状况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学业倦怠的发生,护理教育者应采取积

极措施提升护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缓解负性心理状况,从而有效解决学业倦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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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mediatingeffectofperceivedsocialsupportonnegativepsychologicalstatusand
academicburnoutofnursingundergraduates,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interventionstoaddresstheiracademicburnoutand
promotementalhealth．Methods　FromDecember２０２２toMarch２０２３,９３１nursingundergraduatesfrom４universitiesinGuangxi
ZhuangAutonomousRegionwereselectedastheresearchsubjectsbytheconveniencesamplingmethod．AcrossＧsectionalsurvey
wasconductedusingAcademicBurnoutScale,SelfＧratingAnxietyScale,SelfＧratingDepressionScale,PerceivedStressScaleand
PerceivedSocialSupportScale．Results　Thetotalscoresofacademicburnout,anxiety,depression,stressandperceivedsocial
supportamongnursingundergraduateswere(５７．８６±８．５６),(４４．１８±９．２０),(４９．４９±９．８３),(３８．７２±７．５０)and(５７．０５±１４．２３),respectively．
Academicburnoutwa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anxiety(r＝０．３７４),depression(r＝０．４９９)andstressperception(r＝０．５２９)．Itwas
negativelycorrelatedwithperceivedsocialsupport(r＝－０．３７０,allP＜０．０１)．Perceivedsocialsupportplaysapartialmediatingrole
betweennegativepsychologicalstatusandacademicburnoutofnursingundergraduates,withamediatingeffectaccountingfor
１２．７９％．Conclusion　Negativepsychologicalstatuscanaffecttheoccurrenceofacademicburnoutthroughperceivedsocialsupport．
Nursingeducatorsshouldtakeactivemeasurestoimprovethelevelofperceivedsocialsupportandalleviatenegativepsychological
statusofnursingundergraduates,soastoeffectivelysolvethesituationofacademic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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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护理学专业本

科生(简称护生)的高质量培养.学业倦怠指学生在

学习中所产生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和消极对待学习

的行为状态[１].学业倦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护生培

养,会引发其睡眠障碍等[２].而焦虑、抑郁和压力是

常见的负性心理[３],会加重学业倦怠情况[４].领悟社

会支持指个体主观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的情绪体

验[５],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部分,在调适个体学业倦

怠与负性心理方面有良好作用,且发挥的影响高于实

际社会支持[６].本研究假设领悟社会支持在护生负

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怠间起中介作用,探讨三者间

的路径关系,以期为解决护生学业倦怠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３年３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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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抽样法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桂林、柳州、
百色四地市开展护理学本科教育院校中的９３１名护

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在读全日制四年制本

科生;(２)入学时间≥３个月;(３)自愿参与本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１)调查时因请假、
休学等不在校学生;(２)明确有心理疾病者.研究未

对研究对象造成伤害,符合伦理原则.根据杨黎

等[７]的对学业倦怠的相关研究结果,护生学业倦怠

发生率约为４５％,利用PASS软件进行样本量计算,
并考虑１０％无效问卷,最少需要样本量８９３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
龄、年级、民族、学校、家庭居住地等.

１．２．１．２　 大 学 生 学 业 倦 怠 量 表 (academicburnout
scale,ABS)　该量表由连榕等[８]编制,是国内用于测量

大学生学业倦怠情况的权威量表之一.ABS包括行为

不当(６个条目)、成就感薄弱(６个条目)、情绪低沉

(８个条目)３个维度.采用Likert５级评分,从 “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１~５分,部分题目反向

计分.量 表 得 分 为 各 条 目 分 数 之 和,得 分 ２０~
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明学业倦怠情况越严重,≥６０分

存在学业倦怠.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３.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６.

１．２．１．３　焦虑自评量表(selfＧratinganxietyscale,

SAS)　该量表由王征宇等[９]于１９８４年引入汉化,
用于评估有焦虑症状个体的主观感受.SAS为单维

度量表,共２０个条目.采用 Likert４级评分法,从
“没有或很少时间”到 “绝大部分或所有时间”分别

计１~４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将２０个条目的得

分相加即得到粗分,标准分为粗分乘以１．２５,结果取

整数,标准分得分范围为２５~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示

焦虑程度越重,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６.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４.

１．２．１．４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selfＧratingdepression
scale,SDS)　该量表由王征宇等[１０]于１９８４年引入

汉化,用于反映学生抑郁的主观感受.SDS为单维

度量表,共２０个条目.采用 Likert４级评分法,从
“没有或很少时间”到 “绝大部分或所有时间”分别

计１~４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将２０个条目得分

相加即得粗分,标准分为粗分乘以１．２５,结果取整,
标准分得分范围为２５~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

程度越重,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２.该量

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８.

１．２．１．５　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stressscale,PSSＧ１４)

　该量表由杨延忠等[１１]汉化,用于测量个体在一个

月内普遍存在的压力,为单维度量表,共１４个条目.
采用Likert５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１~
５分,量表得分为各条目分数之和,得分范围１４~
７０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者心理压力越明显,量表

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１.

１．２．１．６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socialsupＧ
portscale,PSSS)　该量表由姜乾金[１２]翻译和修订,
包括家庭支持(４个条目)、朋友支持(４个条目)、其他

(老师或亲戚等)支持(４个条目)３个维度.采用LikＧ
ert７级评分法,从 “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分别

计１~７分,各条目分数之和为量表总分,范围为

１２~８４分,分数越高表明感知到社会支持水平越

高.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４.该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５.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面对面调查的方法,使
用统一指导语向受访者说明研究目的和内容,取得

同意后由调查者发放纸质问卷进行现场调查,问卷

匿名填写.问卷剔除标准:(１)问卷填写缺项、漏

项＞２条;(２)问卷答案具有一致性.本研究共发放

和回收问卷９４７份,有效问卷９３１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３１％.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２６．０统计软件.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计数资料使

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运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负

性心理状况、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倦怠的相关性.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 偏 差 检

验[１３].使用 Amos２４．０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比法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并探究负性心理状况、领悟社会支

持与学业倦怠的作用路径,利用Bootstrap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抽样５０００次),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共４个,最大

公因子方差解释率为１６．３０％(＜４０％),故不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护生年龄１７~２４岁,平均(２０．０２±
１．４０)岁,以女性为主(８６．３％),详见表１.

２．２　护生学业倦怠、负性心理状况与领悟社会支持

的现状　４７８名(５１３％)护生发生学业倦怠,学业

倦怠、负性心理状况与领悟社会支持得分及其各维

度得分见表２.

２．３　护生学业倦怠、负性心理状况与领悟社会支持

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护生学业

倦怠与焦虑(r＝０．３７４)、抑郁(r＝０．４９９)、压力知觉

(r＝０．５２９)呈正相关;与领悟社会支持呈负相关

(r＝Ｇ０．３７０,均P＜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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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N＝９３１,n(％)]

类　别 人数 类　别 人数

性别　男 １２８(１３．７) 家庭居住地　村镇 ７２７(７８．１)

　　　女 ８０３(８６．３) 　　　　　　城市 ２０４(２１．９)
年级　大一 ２６７(２８．７) 独生子女　是 １１５(１２．４)

　　　大二 ２８１(３０．２) 　　　　　否 ８１６(８７．６)

　　　大三 ２０３(２１．８) 自愿选择护理学专业　是 ６０５(６５．０)

　　　大四 １８０(１９．３) 　　　　　　　　　　否 ３２６(３５．０)
民族　汉族 ５２１(５６．０) 学生干部经历　有 ４２２(４５．３)

　　　其他少数民族 ４１０(４４．０) 　　　　　　　无 ５０９(５４．７)
学校所在地区　南宁 ２４３(２６．１) 锻炼频率

　　　　　　　柳州 １９１(２０．５) 　无(０次/周) １５７(１６．８)

　　　　　　　桂林 ２５０(２６．９) 　偶尔(１~４次/周) ６３１(６７．８)

　　　　　　　百色 ２４７(２６．５) 　经常(≥５次/周) １４３(１５．４)

表２　护生学业倦怠、负性心理状况

及领悟社会支持的得分情况(n＝９３１,分,x±s)

项　　目 得分 条目均分

学业倦怠　总分 ５７．８６±８．５６ ２．８９±０．４３
　　　　　行为不当 １７．３７±３．１４ ２．９０±０．５２
　　　　　成就感薄弱 １７．３７±３．１３ ２．９０±０．５２
　　　　　情绪低沉 ２３．１２±４．７７ ２．８９±０．６０
焦虑 ４４．１８±９．２０ ２．２１±０．４６
抑郁 ４９．４９±９．８３ ２．４７±０．４９
压力知觉 ３８．７２±７．５０ ２．７７±０．５４
领悟社会支持　总分 ５７．０５±１４．２３ ４．７５±１．１９
　　　　　　　家庭支持 １８．６２±５．４５ ４．６６±１．３６
　　　　　　　朋友支持 １９．５１±５．３３ ４．８８±１．３３
　　　　　　　其他支持 １８．９２±４．９１ ４．７３±１．２３

表３　护生学业倦怠、负性心理状况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r,n＝９３１)

变　量 倦怠总分 行为不当 成就感薄弱 情绪低沉 焦虑 抑郁 压力知觉
领悟社会

支持总分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倦怠总分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６a ０．６４４a ０．８４７a ０．３７４a ０．４９９a ０．５２９a －０．３７０a －０．３６７a －０．２９２a －０．３５０a

行为不当　 ０．７９６a １ ０．３６５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０．５３１a

成就感薄弱 ０．６４４a ０．３６５a １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０．２６０a

情绪低沉　 ０．８４７a ０．５３１a ０．２６０a １ ０．３４５a ０．３４５a ０．３４５a ０．３４５a ０．３４５a ０．３４５a ０．３４５a

焦虑　　　 ０．３７４a ０．２１８a ０．２７９a ０．３４５a １ ０．７０７a ０．７０７a ０．７０７a ０．７０７a ０．７０７a ０．７０７a

抑郁　　　 ０．４９９a ０．３２１a ０．３７７a ０．４３７a ０．７０７a １ ０．７３４a ０．７３４a ０．７３４a ０．７３４a ０．７３４a

压力知觉　 ０．５２９a ０．４０５a ０．３９０a ０．４２６a ０．５３８a ０．７３４a １ －０．３７１a －０．３７１a －０．３７１a －０．３７１a

领悟社会　 －０．３７０a －０．２９５a －０．２７２a －０．２９２a －０．２８１a －０．３３９a －０．３７１a １ ０．８９０a ０．８９０a ０．８９０a

支持总分　
家庭支持　 －０．３６７a －０．３１２a －０．２３８a －０．２９８a －０．２７６a －０．３３３a －０．３７６a ０．８９０a １ ０．６８４a ０．６８４a

朋友支持　 －０．２９２a －０．２１３a －０．２３６a －０．２２８a －０．２２７a －０．２８４a －０．３０２a ０．９１１a ０．６８４a １ ０．７９８a

其他支持　 －０．３５０a －０．２７７a －０．２６８a －０．２６９a －０．２６１a －０．３０６a －０．３３１a ０．９２２a ０．７２７a ０．７９８a １

　　a:P＜０．０１

２．４　护生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

怠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 Amos２４．０以负性心理状况

为自变量,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以学业倦怠

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护生领悟社会支

持在负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怠之间的作用机制,见
图１.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拟合,模型拟合效

果显示:卡方/自由度(chiＧsquare/degreeoffreedom,
χ２/df)为４．５７４,适配度指数(goodnessＧofＧfitindex,

GFI)为０．９７７,规范适配度指数(normedfitindex,

NFI)为０．９７６,比较适配指数(comparativefitindex,

CFI)为０．９８１,近似均方根误差 (rootmeansquareerror
ofapproximation,RMSEA)为００６２,模型拟合较好.

　　采用Bootstrap(n＝５０００)计算中介效应置信区

间,显示护生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的９５％置信

区间为不包括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表
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成立,该模型属于部分

中介模型,中介效应占比为１２．７９％,见表４.

３　讨论

３．１　护生学业倦怠现状分析　本研究显示,护生学

业倦怠得分与饶玉莲等[２]研究结果类似,学业倦怠

发生率为５１．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行为不当、成

就感薄弱维度得分最高.由于护理学专业学习年限

短,加之快速发展的医疗行业对护生各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１４],因此护生在面对枯燥的学习任务时,
无法长时间保持学业热情,容易陷入麻木与被动学

习状态,从而产生厌烦、逃避等学业行为.此外,不
当的学业行为导致学习态度更加消极从而形成恶性

循环,学生体验不到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更会加重倦

怠现象.这提示可在采用基于导学互动的教学模

式,以多途径、多模式的学习方法与媒介,调动护生

探索、解决问题的热情,激发学习主动性和成就感,
从而减弱护生学业倦怠感.

图１　负性心理状况、领悟社会支持

与学业倦怠的路径分析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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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领悟社会支持在护生负性心理状况影响学业倦怠的中介效应分析(n＝９３１)

效应 路径 标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P ９５％CI 相对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负性心理状况→学业倦怠 ０．５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５４~０．２１３ ８７．２１
中介效应 负性心理状况→领悟社会支持→学业倦怠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０．０３９ １２．７９
总效应　 负性心理状况→学业倦怠 ０．５９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１~０．２４１ －

３．２　护生负性心理状况、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倦怠

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显示,焦虑、抑郁和压力等与

学业倦怠呈正相关,说明负性心理越严重,其学业倦

怠也越明显.当护生出现焦虑状况后,可能会产生

懈怠、厌学等,导致学习效能降低,诱发倦怠.此外,
护生面对科研课题、社会实践、学生干部任职等任务

时,可能会出现压力加大的情况.有研究[１５]指出,倦
怠是对压力认知Ｇ情感反应,长期处于超负荷、多方

面的压力之下,个体不仅在学业上产生情绪低落体

验,还会减少其抵御新压力源的资源,诱发抑郁,导
致对学业失去兴趣,加重学业倦怠,提示护生可采取

积极策略管理情绪,以减少消极情绪对学业倦怠影

响.本研究还证实,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倦怠呈负

相关,说明护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学业倦

怠水平越低,可能原因:一是当护生领悟社会支持高

时,有信心与热情,学习目标明确,能优化学习过程,
从而有效改进学业行为;二是领悟社会支持能帮助

护生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在遇到学业倦怠时护生会

积极寻求外界支持与帮助,从而缓解倦怠感.

３．３　领悟社会支持在护生负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

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负性心理状

况不仅可直接影响学业倦怠,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

支持间接影响学业倦怠,分析其原因,可从主效应模

型和缓冲器模型解释[１６].主效应模型[１７]认为,领悟

社会支持对心理状况具有普遍增益作用,帮助个体

储备足够的积极心理资本.当护生感知到高质量社

会支持时,能有效激发个人积极情绪并调动内在资

源,提高应对学业倦怠的能力,减少学业倦怠的不良

影响.而缓冲器模型认为,领悟社会支持可以帮助

个体缓冲负性心理诱发学业倦怠的影响[１８].当护生

在遇到学业困难或不良生活事后产生负性心理时,
能得到教师或朋辈切实的帮助与情感支持,缓解负

性心理状况、减少专业学习中的阻力与挫折.因此,
应加强护生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提高社会支持利

用度;还应考虑不同护生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水平

差异,丰富社会支持网络.学校和教师应营造互帮

互助的学习氛围,鼓励护生在遇到困难时积极寻求

外界帮助,让其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此外,护生

家庭应关注其情绪变化,给予更多心理关怀.

４　小结

领悟社会支持在负性心理状况与学业倦怠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护理教育者应立足“学生Ｇ教师Ｇ学

校Ｇ家庭”四位一体,建立稳定社会支持系统,重视并

培养护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以降低学业倦怠发生,
提高我国护理人才培养质量.但本研究样本均来自

广西,研究结果在全国外推性如何尚不能确定,未来

可扩大不同地区样本量,以验证结论普遍性和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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