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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应对方式的状况及
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茅韵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 201209

摘要：目的：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应对方式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方法：选

择护理大学生 700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应对方式的状况及其影响因

素。结果：不同年级、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因子评分在不同方面比较，P＜0.05。

不同年级、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因子评分在不同方面比较，P＜0.05。结论：护理

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应对方式的状况和多方面因子有关，相关性分析显示解决问题预测力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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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在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护

理人员会遇到各种问题，比如穿刺失败、未有

效关注患者情绪变化，致使患者对护理工作理

解度低，从而对相关工作进行投诉，或者引起

不良事件等。这时护理人员的情绪调节能力非

常重要，关系着自身情绪和患者或家属情绪的

调节，不仅能使护理工作质量提升，也能维护

良好的护患关系，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

能提高
[1]
。因此，在医学教育过程中，要高度

重视护理大学生的培养，强化护理大学生的认

知情绪调节能力，能对临床工作中的各种事件

高效沟通，有效处理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本次

调查研究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应对方

式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护理大学生 700 人作为调查对象，男

生 219 例，女生 481 例；年龄 18-24 岁，平均

（20.38±1.24）岁；专科护理大学生 297 例，

本科护理大学生 403 例。纳入标准：（1）由国

家统招进入医学院学习的专科、本科护理大学

生。（2）愿意对本次调查研究进行配合。（3）

入学手续与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在学习

过程中有非正常请假的情况。（2）不愿意配合

研究工作或者拒绝参与研究。（3）个人信息有

缺项。

1.2 方法

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调查护

理大学生的认知情绪调节能力，量表对护理大

学生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后，情绪调节认知策略

使用情况，量表调查项目 36 个，认知应对策

略包括自我责难和接受、沉思以及积极重新关

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

灾难化、责难他人，Cronbach’sα系数估计

法检测信效度为 0.819
[2]
。

采用应对方式问卷调查护理大学生的应

对方式，量表调查内容有退避、幻想和自责、

求助、合理化、解决问题，量表调查项目 62

个，量表信效度＞0.62、＜0.72
[3]
。

1.3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6.0 检验计量资料、计数资料，

用 sx  、（n，%）表示，对应 t 检验、卡方检

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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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年级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

因子评分

不同年级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因子

评分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

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总评分方面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不同年级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因子评分（ sx  ，分）

因素 一年级（n=179） 二年级（n=237） 三、四年级

（n=463）

F 值 P值

自我责难 3.19±0.34 3.15±0.43 2.96±0.53 15.939 0.000

接受 3.56±0.54 3.50±0.58 2.38±0.70 5.050 0.006

沉思 3.09±0.56 3.05±0.54 2.89±0.61 7.547 0.001

积极重新关注 3.16±0.51 3.09±0.53 2.87±0.58 4.584 0.002

重新关注计划 3.67±0.59 3.65±0.60 3.01±0.52 6.342 0.010

积极重新评价 3.62±0.57 3.64±0.63 3.47±0.78 3.180 0.041

理性分析 2.80±0.56 2.78±0.52 3.50±0.73 0.381 0.692

灾难化 2.19±0.67 2.30±0.64 2.80±0.54 0.430 0.650

责难他人 2.65±0.59 2.60±0.67 2.32±0.69 0.315 0.730

总评分 3.12±0.26 3.12±0.25 2.60±0.61 9.235 0.000

2.2 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

调节因子评分

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

因子评分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

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灾难化、

总评分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因子评分（ sx  ，分）

因素 在校护理大学生（n=551） 实习护理大学生（n=149） t P

自我责难 3.13±0.45 2.87±0.60 4.928 0.000

接受 3.52±0.55 3.25±0.75 4.106 0.000

沉思 3.04±0.58 2.84±0.56 3.838 0.000

积极重新关注 3.11±0.53 3.05±0.53 5.182 0.000

重新关注计划 3.66±0.54 3.38±0.75 4.268 0.000

积极重新评价 3.64±0.60 3.36±0.77 4.114 0.000

理性分析 2.80±0.52 2.78±0.57 0.387 0.350

灾难化 2.19±0.65 2.43±0.71 3.726 0.000

责难他人 2.61±0.60 2.63±0.64 0.343 0.660

总评分 3.10±0.27 2.94±0.40 4.607 0.000

2.3 不同年级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因子

评分

不同年级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因子评分

在自责、退避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3：

表 3 不同年级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因子评分（ sx  ，分）

因素 一年级（n=179） 二年级（n=237） 三、四年级

（n=463）

F 值 P值

解决问题 0.78±0.20 0.78±0.20 0.78±0.21 0.110 0.898

自责 0.31±0.24 0.40±0.28 0.34±0.29 4.705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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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0.68±0.25 0.64±0.20 0.65±0.21 0.612 0.548

幻想 0.46±0.21 0.48±0.24 0.42±0.24 1.334 0.266

退避 0.40±0.21 0.47±0.25 0.45±0.27 3.431 0.034

合理化 0.38±0.19 0.42±0.20 0.40±0.19 2.409 0.091

总评分 0.52±0.12 0.54±0.16 0.53±0.17 1.845 0.158

2.4 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

因子评分

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因子

评分在合理化评分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4：

表 4 不同学习状态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因子评分（ sx  ，分）

因素 在校护理大学生（n=551） 实习护理大学生（n=149） t P

解决问题 0.79±0.20 0.76±0.24 1.400 0.082

自责 0.35±0.27 0.35±0.31 0.000 0.500

求助 0.67±0.23 0.68±0.21 0.050 0.307

幻想 0.46±0.21 0.45±0.28 0.406 0.343

退避 0.42±0.21 0.47±0.26 2.164 0.016

合理化 0.41±0.18 0.45±0.23 1.966 0.025

总评分 0.53±0.19 0.54±0.19 0.570 0.285

2.5 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评分和应

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将解决问题、幻想和年级作为自变量，应

变量为认知情绪调节因子总均分，α入=0.05，

α出=0.10，复相关系数累积 R=0.242，

R2=0.058，多元回归分析后显示解决问题预测

力最好。见表 5：

表 5 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评分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应变量 自变量 （b） （Sb） （b’） t P

认知情绪调节

因子总均分

解决问题 0.218 0.060 0.139 3.692 0.000

幻想 0.173 0.052 0.126 3.403 0.002

年级 -0.062 0.016 -0.156 -4.147 0.000

3 讨论

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心理问题，通常护理大学生的情绪复杂多样，

容易波动，也有一定的矛盾性，外界因素也对

学生情绪有很大影响，因此认知情绪调节与应

对方式非常重要。心理学家对认知情绪调节的

研究持续加深，认为这种调节与个体适应社会

发展密切相关，我国对这方面研究更注重个人

成长与生活。近年医学界对整体护理更为关注，

强调各项护理工作以患者为中心，这使得护理

人员要具备很强的操作技能，医学理论知识扎

实，并能和患者及时沟通，帮助患者进行心理

问题解决，有效增强患者主观能动性，让患者

参与护理服务的配合度增强，也使护理工作内

涵进一步深化，满足患者的心理、生理、精神

和社会文化等需求
[4]
。

3.1 护理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影响因素

年级差异在本调查中较为明显，护理大学

生的认知情绪调节在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四

年级方面有差异，尤其自我责难和接受、沉思

方面的差异明显。提示在大一的护理学生遇到

负性生活事件时，更容易有自我责难和接受、

沉思的情绪调节，也说明大一的学生存在中学

后期心理特点，也就是青年初期的心理特点明

显，刚进入大学的适应期，三观并未定性，遇

到各方面压力时显得不知所措。如果有负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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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件，则在自身内部找原因的情况较多，多

有反复思考和推敲自己言行等方面情况，或者

对自己反复批评。年级较高的护理大学生，通

常具备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辨证思维得以

培养，思维独立性强，在认知情绪调节方面适

应性更强，也能从其他角度评价负性事件
[5]
。

护理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则认知情绪

调节方式也有差异，本调查中实习护理学生对

重新关注计划和积极重新评价、接受的适应性

调节关注度低于在校护理学生。在校护理学生

一般并无实践经验，负遇到的负性事件与学习、

生活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对学生相对熟悉，使

得学生更愿意运用积极应对方式。实习护理学

生遇到的负性事件涉及多方面，比如医护、护

患等，而实习护理学生不具备较强的处理能力，

自身实践经验较少，可能有适应性调节策略缺

乏的问题，尤其现代社会各界对医疗护理服务

的要求更高，致使护理人员较长时间工作超负

荷，从而对护理实习生的心态造成影响。

3.2 护理大学生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本调查显示年级不同时，护理大学生自责

和退避的应对方式选择有差异。一年级的护理

大学生对生活的热情相对较高，也愿意积极适

应新生活环境，更可能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面

对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二年级学生已有一年

过渡时间，对校园生活相对适宜，也失去了新

鲜感，加上学业方面对专业课的要求高、比例

加大，青春期成长过程中也遇到社会上形形色

色的诱惑，致使学生处在过渡期与调整期，这

时也容易有神经症性人格特点，主要表现为情

绪不稳，行为稳定性也低。对此要进行个体化

心理指导，尤其二年级的护理大学生
[6]
。

实习护理大学生更容易采用合理的应对

方式，因为学生与真实的临床实践有接触，逐

渐形成自己的经验，并有临床与社会方面的困

扰和诱惑，导致其应对方式多为混合型，也说

明护理教学过程中对此要高度重视和指导。

3.3 认知情绪调节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分析

有研究认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事

件有正相关，也影响生活满意度，说明认知情

绪、心理和社会因素等与生活事件、生活满意

度密切相关。通常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关系着抑

郁情绪的产生与改善，认知情绪调节消极，抑

郁情绪的发生概率明显增加。本调查显示护理

大学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应对方式有一定

相关性，提示认知情绪调节会影响应对方式，

也能使学生认知情绪调节能力提高，从而有效

改变学生的应对方式，更好的处理学习和生活

方面的压力，具备处理各种负性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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