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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本科护生在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提供参考

依据.方法　采用团队心理资本量表、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组织创新氛围量表,对湖南省５所医学院的４８７名本科护生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创新自我效能感、组织创新氛围总分分别为７８．００(６４．００,

８４００)分、２９．００(２４．００,３３．００)分、８３．００(７１．００,８９．００)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学习成绩排名、项目成员协作频率、创新自

我效能感及组织创新氛围均为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０．０５).结论　本科护生项目

团队的心理资本水平处于中等偏上,受多重因素影响.建议学校及护理学院的教育管理者和项目指导老师采取针对性措施,

以进一步提升团队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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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心理资本是指以个体心理资本为基础,表
现在团队层面的、促进团队成长发展的积极心理状

态[１],其有助于提升团队效率和成员对负责人的信

任[２].而创新自我效能感是指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对自己发现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自信程度[３].研

究[４]表明,心理资本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自我效能感亦能提升心理资本水平.此外,组织

创新氛围是指成员对所在内部环境创新支持度的一

致性认同感[５].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创新氛围,可

以促进心理资本的形成和发展[６].然而,目前尚缺

乏从本科护生角度探究创新自我效能感和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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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对创新创业项目团队心理资本影响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

心理资本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优化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质量和培养本科护生的高水平团队科研能力

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３年７—８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

取湖南省５所医学院校的本科护理专业学生为调查

对象.纳入标准:全日制在校本科护生;参与过大学

生创新或创业项目;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根据

Kendall样本量估算方法,样本量为自变量的５~２０
倍[７],本研究中变量数为３３个,考虑２０％的无效率,
至少纳入样本量为１９８例,本次调查最终纳入４８７例.
本研究已通过校伦理委员会批准(２０２３０４４).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人口学调查问卷　自行设计,内容包

括性别、年龄、年级、所在学校、是否独生子女、家庭

人均月收入、最近学年的综合学习成绩排名、是否有

过校内外兼职经历、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参与项目

类别、参与项目动机、参与项目最高级别、在项目团

队中的角色、项目团队人数、项目研究阶段、指导老

师的指导频率、团队成员协作频率以及项目所获成

果(论文、专利、奖项等)等共计１８个条目.

１．２．１．２　团队心理资本测量量表　该量表由李硕[８]

于２０１６年修订,包括自信、韧性、乐观及希望４个维

度,每个维度包含５个条目,共２０个条目.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１~５分依次表示“非常不符合”
至“非常符合”,总分为２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明

团队 心 理 资 本 水 平 越 高.本 研 究 中,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５９.

１．２．１．３　创新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由姜丽萍[３]

于２０１８年修订,为单维度量表,共８个条目.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１~５分依次表示“完全不符合”至
“完全符合”,总分为８~４０分.得分越高,提示创新

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９１４.

１．２．１．４　组织创新氛围量表　该量表由钱艳等[９]于

２０１６年编制,周丹丹等[１０]于２０１９年改编用于护生群

体.该量表包括管理实践(８个条目)、创新激励(７个

条目)和资源供应(６个条目)３个维度,共２１个条目.
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１~５分依次表示“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同意”,总分为２１~１０５分.得分越高,说
明护生组织创新氛围感知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５８.

１．２．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星电子问卷进行

调查,得到各校护理学院创新创业项目管理老师的

同意后,与各班级辅导员及双创委员取得联系,并获

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随后,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

本科护生通过扫描二维码登录问卷系统.问卷前言

说明了研究目的、内容、意义以及保密性,确保参与

者自愿参与调查.问卷每个条目均设置为必答题,
且每个IP地址仅能填写１次,匿名填写并收回.共

发放问卷５４２份,剔除无效问卷(空缺、遗漏或答案

呈明显规律性,填写时间＜３min)后,回收有效问卷

４８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９．８５％.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７．０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 M(P２５,P７５)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非参数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相关分

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以 P＜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单

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调查本科护生４８７例,其中女

生３９９例,男生８８例,年龄１８~２３岁,平均(１９．７０±
１．３２)岁.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学习成绩排名、参与

项目动机、参与项目最高级别、项目研究阶段、项目老

师指导频率、项目成员协作频率、项目取得成果的本

科护生团队心理资本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０．０５).本文仅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１.

表１　本科护生团队心理资本得分的单因素分析(N＝４８７)

项　　目
例数

[n(％)]

团队心理资本得分

[分,M(P２５,P７５)]
Z 或H P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８．９５５ ０．０１１
　＜３０００ 　６５(１３．３５)　７０．００(５０．００,８３．００)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 ３６５(７４．９５) ７８．００(６６．００,８４．００)a

　＞６０００ 　５７(１１．７０)　８３．００(６２．５０,８７．００)a

学习成绩排名(％) ３４．０９５ ＜０．００１
　＜２０ 　９４(１９．３０)　８０．００(６８．００,８６．００)

　２０~５０ ３４０(６９．８２) ７９．００(６６．００,８４．００)

　＞５０ 　５３(１０．８８)　５９．００(４２．００,７８．００)ab

参与项目动机 ９．０１２ ０．０２９
　个人兴趣 １８９(３８．８１) ８０．００(６５．００,８５．００)

　同学\朋友邀请 １７３(３５．５２) ７８．００(６８．５０,８４．００)

　老师推荐 　７９(１６．２２)　７０．００(６１．００,８２．００)

　其他原因 ４６(９．４５) ７０．００(５９．７５,８２．００)
参与项目最高级别 ９．２４６ ０．０２６
　国家级 ２４(４．９３) ８０．００(７０．７５,８６．７５)

　省级 １３６(２７．９３) ７８．００(６６．２５,８３．００)

　校级 ２４６(５０．５１) ７９．００(６３．００,８５．００)

　其他 　８１(１６．６３)　７０．００(６２．５０,８１．００)
项目研究阶段 １８．０４０ ０．００３
　今年立项 １３５(２７．７２) ７８．００(６７．００,８６．００)

　在研１~２年 １１０(２２．５９) ７９．５０(６１．００,８５．２５)

　今年结题 １２３(２５．２６) ８０．００(７３．００,８４．００)

　延期结题 １７(３．４９) ７１．００(５９．５０,８３．００)

　放弃结题 ２７(５．５４) ６５．００(６２．００,８４．００)

　不清楚 　７５(１５．４０)　７２．００(６３．００,８０．００)ab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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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项　　目
例数

[n(％)]

团队心理资本得分

[分,M(P２５,P７５)]
Z 或H P

项目老师指导频率 １１７．７８３ ＜０．００１
(次/月)

　＜１ ３０(６．１６) ４８．５０(４０．７５,６８．００)

　１~２ １０７(２１．９７) ６８．００(５７．００,８２．００)a

　３~４ １１６(２３．８２) ８２．００(７７．００,８７．００)ab

　＞４ １５９(３２．６５) ８１．００(７５．００,８５．００)ab

　不清楚 　７５(１５．４０)　６７．００(５９．００,７６．００)acd

项目成员协作频率 ７８．２１３ ＜０．００１
(次/月)

　＜１ 　７２(１４．７８)　６５．５０(５１．２５,７８．００)

　１~２ １５０(３０．８０) ７６．００(６２．７５,８３．２５)a

　３~４ １５７(３２．２４) ８０．００(６９．５０,８４．５０)a

　＞４ 　８８(１８．０７)　８２．００(７９．００,８６．７５)ab

　不清楚 ２０(４．１１) ４９．００(３６．２５,６５．００)bcd

项目取得成果(个) ４５．２１１ ＜０．００１
　＜１ 　１６５(３３．８８)　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０．００)

　１~２ ７２(１４．７８) ７５．５０(６２．２５,８０．００)

　３~４ ９８(２０．１２) ８２．００(６３．５０,８６．００)ab

　≥５ ８１(１６．６３) ８３．００(７６．５０,８６．５０)ab

　不清楚 ７１(１４．５８) ８０．００(７０．００,８６．００)ab

a:与第１层比较,P＜０．０５;b:与第２层比较,P＜０．０５;c:与第３层比较,P＜

００５;d:与第４层比较,P＜０．０５

２．２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创新

自我效能感、组织创新氛围得分现状　结果显示,本
科护生团队心理资本总分为７８．００(６４．００,８４．００)分,
条目均分为３９０(３．２０,４．２０)分.其４个维度条目

均分分别为自信 ３．６０(３．００,４．２０)分、韧性 ３．８０
(３．２０,４．２０)分、乐观３８０(３．２０,４．２０)分、希望４．００
(３．４０,４．４０)分.创新自我效能感总分２９．００(２４．００,

３３．００)分;组织创新氛围总分８３．００(７１．００,８９．００)分.

２．３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创新

自我效能感、组织创新氛围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本科护生团队心理资本总分与创新自

我效能感总分呈正相关(r＝０．５９９,P＜０．０１),与组

织创新氛围总分呈正相关(r＝０．５３８,P＜０．０１).

２．４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影

响因素分析　以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

资本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具有

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的变量为自变量,量表得分均

以原值代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
习成绩排名、项目成员协作频率、创新自我效能感及

组织创新氛围是团队心理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均

P＜００５),共同解释了总变异的５５．２％,详见表２.

３　讨论

３．１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本科护生创新创业

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总分为７８．００(６４．００,８４．００)分,
相较于量表总分中间值６０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略高于高校教师团队心理资本得分[１１].分析其原

因,可能是本科护生团队相较于高校教师团队,对新

接受的创新创业项目表现出更多的好奇和热情[１２].
各个维度中希望维度得分最高,表明本科护生在创

新创业团队中拥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成功的决心,
愿意为实现团队目标共同努力.自信维度得分最

低,显示出大部分护生对团队完成创新创业项目的

能力尚存疑虑,信心有待提升.这可能与本研究中

多数护生并非出于个人兴趣参与、成员间项目交流

协作频率较低、部分指导老师未能提供充分指导有

关.建议学院积极开展相关主题活动,如成立创新

创业兴趣小组、邀请优秀校友举办经验分享会等,以
提升成员主动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研究的兴趣;同时,
团队负责人应重视团队内部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制

订小目标并指导成员合作完成,增强团队凝聚力;最
后,学院应建设高水平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鼓
励指导老师与医院、企业合作,帮助学生搭建科研实

践平台,从而提升团队成员完成项目的能力和信心,
切实提高本科护生团队心理资本水平.

表２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

团队心理资本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４８７)

项　　目 b Sb b’ t P
常量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９ － －０．８９６ ０．３７１
学习成绩排名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８ ３．０７５ ０．００２
项目成员协作频率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０ ２．６２７ ０．００９
创新自我效能感得分 ０．３７２ ０．０３６ ０．３９９ １０．４７８＜０．００１
组织创新氛围得分　 ０．３３３ ０．０３８ ０．３２７ ８．７６６＜０．００１

注:R２＝０．５６１,调整后R２＝０．５５２,F＝６０．７８７,P＜０．０５

３．２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主

要影响因素

３．２．１　学习成绩排名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习成绩

排名是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
学习成绩排名越靠前的本科护生,其团队心理资本

水平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当学生取得较高的学业成

就时,她们更擅长运用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克服创新

创业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障碍[１３].研究[１４Ｇ１５]表明,学
习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对学业常保持乐观态度,感
受到的社会支持也更为丰富.这种乐观的学习态度

有利于团队营造积极向上的创新创业氛围,并增强

团队成员的自信,从而有效提升团队心理资本.建

议护理学院在强化团队成员创新创业能力的同时,
也应重视其学业成绩的提升.可以通过制订学习计

划、小组学习互助等方法促进团队成员学习成绩的

共同进步.此外,指导老师应密切关注团队成员的

心理状态,使其充分感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进而提

高创新创业团队的心理资本.

８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３月,４２(３)



３．２．２　项目成员协作频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项目

成员协作频率是创新创业项目中团队心理资本的影

响因素,项目成员协作频率越高的创新创业团队,其
成员团队心理资本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成员之间的

互动能加强其对团队的认可,从而建立信任关系,促
进团队成员信息共享[１６].研究[１７]表明,团队成员之

间需要相互倾听彼此意见,并积极指出团队存在的问

题,当团队拥有这种良好的内部交流协作时,团队成

员将会更积极、自信地完成任务.因此,建议创新创

业团队的负责人通过合理的项目任务分工与合作,促
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建立,增强其项目参与感和投

入度;同时,学院可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项目交流

平台,以便不同项目团队之间的信息互通与资源共

享,从而使成员能够更敏锐地发现并积极解决创新创

业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团队心理资本水平.

３．２．３　创新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创新自

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科护生创新创业团队心理资本

越好.原因可能是创新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会更主

动地接受工作中的挑战,并以乐观自信的态度应对创

新创业过程中的困难,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１８].此

外,自我效能感较强的成员在面对高强度工作压力

时,能够保持冷静,展现出较高的热情和韧性,坚持不

懈地完成任务[４].这些特质有助于提升创新创业团

队成员的整体心理资本水平.建议护理学院开展创

新自我效能感相关培训,可采用定期汇报成果、营造

便捷的创新创业项目环境、设定明确的任务目标等手

段,帮助团队成员学习和掌握增强创新自我效能感的

有效策略,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团队的心理资本.

３．２．４　组织创新氛围　本研究结果显示,组织创新

氛围感知越好,本科护生创新创业团队心理资本越

高.这一发现与黎茂璐等[６]研究结果相似.究其原

因,可能是组织创新氛围好的团队,更倾向于积极争

取学校的技术支持和资金保障,其成员也更乐意表

达自己的创新创业意愿,并对团队前景充满信心.
此外,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的学

生,相较于未参与此类项目的学生,他们由于长期置

身于创新创业团队中,更能深切感受到来自外界的

创新创业激励以及指导老师的肯定[１０].这使得他

们在参与团队管理时更具激情和信心,为实现团队

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从而显著提升了团队的心理

资本水平.建议学院全面优化激励机制,为创新创

业团队提供充足的资金和专业的指导,例如通过奖

学金评定或综合测评加分等方式,并为团队负责人

创造更多校际和校企间的交流学习机会,以营造并强

化浓厚的组织创新氛围,进而促进团队成员拥有高水

平的团队心理资本.

４　小结

本科护生创新创业项目团队中的团队心理资本

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影响因素包括学习成绩排

名、项目成员协作频率、创新自我效能感及组织创新

氛围.然而,本研究仅限于对湖南省内５所大学的本

科护生进行调查分析,未来研究应扩大抽样范围,以
增强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此外,本研究为横断面研

究,所纳入的影响因素较为有限,未来可考虑结合质

性研究,深入探讨本科护生创新创业团队中团队心理

资本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制订针对性提升本科护生创

新创业团队心理资本的措施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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