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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MHFWLYH��This�paper�analyses�and�compares�the�learning�burnout�status�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in�Tibetan�and�Han�nursing�
majors,�understands�and�analyses�the�degree�of�learning�burnout�and�major�in�uencing�factors�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in�Tibet�
an�and�Han�nursing�majors,�and�proposes�appropriate�solutions�to�solve�this�problem�and�promote�students�and�The�development�of�
QX�VLQJ��0HWKRGV��A�total�of�307�nursing�vocational�students�studying�in�vocational�schools�were�used�as�research�objects.�Four�types�
of�questionnaires�were�collected:�general� information�questionnaire,�college�professional�commitment�scale,�college�students’�self-ef�
�cacy�scale,�and�college�student�burnout�scale.�The�student’s�basic�information�and�data�on�learning�burnout,�and�then�applied�SPSS�
22.0�to�statistically�analyse�the�data�and�compare�the�status�and�in�uencing�factors�of�learning�burnout�among�Tibetan�and�Han�nursing�
VWXGHQWV��5HVXOWV��Tibetan�and�Han�nursing�students�had�signi�cant�statistical�signi�cance�in�the�birthplace,�whether�their�parents�went�
out�to�work,�and�the�average�monthly�income�of�the�student’s�family�(P�<0.05).�The�students�had�a�very�high�level�of�learning�burnout�
and�depression.�Obvious�statistical�signi�cance�(P�<0.05);�the�main�factors�for�Tibetan�nursing�interns�to�develop�learning�burnout�are�
emotional�commitment,�continued�commitment�and�ideal�commitment,�whether�parents�go�out� to�work,�and�the�main�factors�for�Han�
nursing�students�to�develop�learning�burnout�There�are�several�factors�such�as�gender,�student�type,�continued�commitment,�emotional�
commitment,�and�behavioural�effectiveness.��RQFOXVLRQ��The�level�of�learning�burnout�of�higher�vocational�students�in�Tibetan�nursing�
majors�is�signi�cantly�higher�than�that�of�Han�students.�The�occurrence�of�learning�burnout�is�also�different.�Nursing�managers�should�
WDNH�GLIIH�HQW�PHDVX�HV�DFFR�GLQJ�WR�GLIIH�HQW�IDFWR�V�DQG�VLWXDWLRQV��

�H�ZRU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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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族护理专业高职生学习倦怠现状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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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文通过展开藏汉族护理专业高职生学习倦怠现状分析比较，了解分析藏汉族护理专业高职生学习倦怠的程度以及主
要影响因素，提出适当的解决措施解决此问题，促进学生以及护理事业的发展。方法：以在高职学校学习的 307位护理高职
学习生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大学生学业的自我效能量表以及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这四种问卷收集学生的基本信息资料以及有关学习倦怠方面的数据资料，之后应用 SPSS���.�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对
比藏族以及汉族护理学习生学习倦怠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等。结果：藏汉族护理专业学生们在生源地，父母是否外出打工，学
生家庭人均月收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学生们在学习倦怠感方面以及情绪低落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
统计学意义（P<�.��）；藏族护理实习生产生学习倦怠感的主要因素有情感承诺，继续承诺以及理想承诺，父母是否外出打
工这些因素，汉族护理学习生产生学习倦怠感的主要因素有性别，学生类别，继续承诺，情感承诺以及行为效能等这几个因素。
结论：藏族护理专业高职生的学习倦怠水平明显高于汉族学习生，其产生学习倦怠也各有不同，护理管理者应该根据不同的
因素以及情况采取制定不同的解决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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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高职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 [�-�]。伴随着我国护理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

高职护理专业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学生来源于各个不

同的地方，其中，少数民族的高职生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

相对特殊的群体，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以及特殊，许多藏族

的学生来到内地学习之后遇到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很

多精神以及身体上的不适感，例如语言，宗教，饮食等方面

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对藏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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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产生了学习倦怠感 [�]。汉族学

习护理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这其中的许多护理学习生都

不是自愿选择护理事业，通常都是迫于父母的意愿，当前社

会的就业现状以及压力等。许多的汉族护理学习生对护理专

业并不感兴趣，不能产生强烈的职业认同感，而且我国社会

各界包括护理界本身对护理专业认同水平偏低，许多护理实

习生在经过实习阶段之后，产生了转行的想法以及意愿，和

藏族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一样，也产生了严重的学习倦怠感。

学习倦怠是指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对学习感

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可分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

就感低 �个方面 [�]。情绪低落反映学生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

学习中的问题与要求，表现出倦怠、沮丧、缺乏兴趣等情绪

特征；行为不当反映学生由于厌倦学习而表现出逃课、不听课、

迟到、早退、不交作业等行为特征；成就感低反映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体验到低成就的感受，或指完成学习任务时由于能

力不足所产生的学习能力上的低成就感 [�]。目前各类专业大

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倦怠水平较高。

护理学习生作为护理队伍的后备力量，身上背负着“推进护

理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要求”的使命 [�]。学习倦怠感的产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校

期间学习的行为、效率以及效果，不仅如此，还会影响到护

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以及护理人才的综合素质，对整个社

会以及国家的护理专业造成负面影响。

本文以在高职学校学习的 307位护理高职学习生作为研

究对象，通过应用调查问卷法，比较藏族以及汉族护理学习

生在学习倦怠上的不同以及差异，并且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探讨，了解学生们产生学习倦怠的真正原因，为今后护理

管理者制定相关解决措施一共依据以及参考，加强学校、教

师、家长和学生对学习倦怠的重视程度 ,将学习倦怠及其干预

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紧密联系 ,找到完善而系统的预防和降低

倦怠、提高学习投入的方法。

2�实验对象与方法

2.1 实验对象

本研究以 [[[高职学校中的 ���名护理学习生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可以有效收回的问卷总共有 307份，在这些收

回的问卷中，藏族护理学习生有 ���位，汉族有 179位，年

龄平均为 ��.��±�.��岁。在进行实验之前，获得了这些学生

的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2.2 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主要的问卷总共有 �种，

第一种为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其中，包括有学生的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居住条件，文化程度，家庭收入，高考志愿等条

目内容。第二种是大学生专业承诺量表，该量表主要包括有

感承诺、继续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等四个维度，总共

有 ��个条目，其中，应用 /LNHQ�级评分法对其进行评分，�

分表示非常同意，�分表示同意，�分表示不确定，�分表示

不同意，�分表示非常不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学生的专业承

诺水平越高。第三种是大学生学业的自我效能量表，该量表

主要有两个维度，分别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习行为

自我效能感，其中，总共有 ��个条目，应用 /LNHQ�级评分法

对其进行评分，�分表示完全符合，�分表示符合，�分表示

不确定，�分表示不符合，�分表示完全不符合。第四种�是大

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其中，总共有 ��个条目，可以被分为三

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为隋绪低落、行为不当以及成就感低，

应用 /LNHQ�级评分法对其进行评分，�分表示完全符合，�分

表示符合，�分表示不确定，�分表示不符合，�分表示完全

不符合。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应用 6366��.�展开对数据的分析统计，其中，

所有定量资料均进行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以均数士标

准差（[±V）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符

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时采用 /6�法检验，当方差不齐时采用

61.-T检验。两参数间相关性用 3HD�VRQ相关分析，如果 3

值小于 �.��，就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3结果

3.1 学生的一般资料状况

如表 �所示，根据所填写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可以看

出藏族护理实习生和汉族护理实习生在除了生源地，父母是

否外出打工，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等方面之外，其他方面都

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3>�.��），学生们在生源地，父

母是否外出打工，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

统计学意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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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学生的一般资料状况比较

类别

父母是否外
出打工

人均月收入 生源地

是�����否
����以下，����
至 ����，大于

����
农村�����城镇�����县城

藏族 ��.��������.� ��.��������.��������.� ��.��������.��������.�

汉族 ��.��������.� ���������.��������.� ��.��������.��������.7

;�

值
��.�� ��.67 ��.72

3值 <�.�� <�.�� <�.��

3.2 学生的学习倦怠感水平比较

根据下图可以看出，学生们在学习倦怠感方面以及情

绪低落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统计学意义（3<�.��）。其中，

藏族护理学习生的学习倦怠感相比汉族护理学习生的学习

倦怠感总分水平明显更高，藏族护理学习生的学习倦怠感

的总分为 �.��±�.��，汉族护理学习生的学习倦怠感总分为

�.��±�.��，两者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统计学意义。在情绪低

落反面，可以看出，汉族护理学习生的评分明显要比藏族护

理学习生的评分要低，两者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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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低

评
分

维度

 藏族护理学习生

汉族护理学习生

情绪低落 学习倦怠 行为不当

图 �藏族以及汉族护理学生的学习倦怠感水平比较

3.3 学生的学习倦怠感影响因素分析

如下图所示，为藏族护理学习生以及汉族护理学习生学

习倦怠感影响因素比较图，从下图可以看出，藏族护理实习

生产生学习倦怠感的主要因素有情感承诺，继续承诺以及理

想承诺等这几个因素，还有父母是否外出打工这个因素。汉

族护理学习生产生学习倦怠感的主要因素有性别，学生类别，

继续承诺，情感承诺以及行为效能等这几个因素，其中，发

现汉族男生的学习倦怠感评分明显高于女生的学习倦怠感评

分，不仅如此，还发现汉族专科和对口专升本护生的学习倦

怠水平评分明显要比统招本科护生的学习倦怠评分要高。大

学生的自我效能和自我概念与学习倦怠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

��

�

�

�

�

F
/t
�值

维度（影响因素）

 藏族护理学习生

�汉族护理学习生

情感承诺 继续承诺

规范承诺

理想承诺 能力效能

行为效能

图 �藏族以及汉族护理学生的学习倦怠感影响因素分析比较

4讨论

经过本次的问卷调查实验，发现藏族护理专职学习生的

学习倦怠水平明显高于汉族护理专职学习生，影响藏族护理

专职学习生的学习倦怠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情感承诺，继续承

诺以及利息那个承诺，，影响汉族护理专职学习生的学习倦

怠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情感承诺，继续承诺以及行为效能，其中，

证明了大学生的学习倦怠和理想承诺有着密切的关系，此项

研究结果和许多的研究结果都是一样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

藏族护理学习生学习倦怠水平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情感承诺，

这与藏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护理专业没有太强的归属感有

关系，护理管理者应该针对此问题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情绪，

多多开展人文的知识活动，缓解其情绪的低落，减少学生们

的消极情绪，从而提升专业承诺。对于汉族护理学习生而言，

根据问卷结果，管理者应该培养其学习的自信以及动力，从

而达到降低其学习倦怠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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