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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学习态度调查*

胡瑞萍1 刘 倩2 王 磊2 姜从玉1 沈 莉1 朱 秉1 吴 澄1 吴 毅1 朱玉连1，3

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学习对象相对

稳定的内在反应倾向，并以学习者的注意状况、情绪倾向与

意志状态表现出来。学习态度受到学习动机的制约，在学习

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非智力因素，直接影响到学习的成效。

但是国内目前关于大学生，尤其是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学习态

度的研究较为少见，而关于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态度

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康复治疗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

非常重视对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系统规范的临床实

习是康复治疗学专业学生由学生转变为一名合格治疗师必

须经历的过程，也是使学生初步具备治疗师基本素质的关键

环节[1]。因此，本研究对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态度进

行了解，为寻求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依据，从而提高对康复

治疗专业实习生的临床带教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康复

治疗专业本科实习生，生源来自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10

所本科院校，分别为 2016 年 6 月和 2017 年 6 月入科的实习

生，共103名。

1.2 研究方法

采用“蒙汉大学生学习态度问卷”作为调查工具，该问卷

以具有代表性的学习态度的具体行为表现作为测量指标，由

心理学专业人员根据学生态度的操作定义和理论构想进行

项目的维度划分。该问卷包括 26个项目，5个维度，即持续

投入、求知欲、上课情绪、学习主动性和对学习意义的认识。

问卷采用5点量表计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的分数，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

别计 1—5分。其中，持续投入和求知欲维度的命题是肯定

命题，得分越高表明态度越消极；上课情绪、学习主动性和对

学习意义的认识维度是否定命题，得分越高表明态度越积

极。发放问卷 126份，回收 103份，剔除无效问卷 0份，有效

问卷率为 100%，无效问卷的标准是规律做答、胡乱做答、笔

迹相同、漏答率超过10%的问卷。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学习态度分类采用 k平均值

聚类法，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波达计数法。

2 结果

2.1 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分类

本研究采用 k平均值聚类法对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习

生在学习态度问卷的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聚类，使聚类过

程终止的迭代次数为 8次，得到 3个本科实习生学习态度的

类型：积极学习型（25 人，占 24.3%）、达标学习型（51 人，占

49.5%）和被动学习型（27人，占26.2%）。三种类型的因素得

分差异均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1),表明此分类具有较好的

区分性（表1）。

2.2 不同性别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比较

在 103份有效问卷中，男生为 36份，女生为 67份，单因

素方差分析示不同性别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态度无

显著性别差异（P>0.05），见表2。

2.3 不同居住地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比较

在 103份参与调查的实习生中，来自农村的为 53人，来

自城市的为50人，单因素方差分析示，不同居住地的康复治

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态度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3。

2.4 不同名次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比较

在103份参与调查的实习生中，成绩为班级前10%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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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类型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比较（分）

问卷维度

持续投入
求知欲

上课情绪
主动性

对学习意义的认识

积极
学习型

2.14
1.87
3.98
4.41
4.39

达标
学习型

2.63
2.37
2.88
3.70
3.73

被动
学习型

3.30
2.97
2.16
2.53
3.14

F

35.722
27.980
75.169
98.267
28.452

P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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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33人，在前10%—30%的为33人，在30%—50%的为22

人，在50%—70%的为8人，在后30%的为7人。经正态性检

验显示，依据不同名次分组的五个维度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

布，故采用非参数检验来比较不同名次组的实习生学习态

度。结果显示，在持续投入和主动性方面，不同名次的实习

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居于班级前10%名次的学生较名次在

后30%的学生积极，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2.5 不同年级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比较

参与本次研究的实习生分别为2017届（44人）和2018届

（59人），单因素方差分析示不同年级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

的学习态度无显著差异（P>0.05），表5。

2.6 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的影响因素

采用排序投票制对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的学习动机和

对学习态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波达计数法计算各影响因

素的排序。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学习的理由是工作

（346，22.4%），其他依次是实现自我价值（293，19.0%）、父母

（226，14.6%）、适应社会（201，13.0%）和兴趣（190，12.3%）。

而对学习态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素质

（311，20.1%），其次是学校、专业满意度（307，19.9%），对课程

体系、教学条件、教学管理的满意度（252，16.3%），学习内容

与社会需求的差距（228，14.8%），班级和宿舍学习氛围（205，

13.3%）等。

表2 不同性别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
态度比较 （x±s，分）

问卷维度

持续投入
求知欲

上课情绪
主动性

对学习意义的认识

男

2.65±0.10
2.35±0.10
3.09±0.14
3.43±0.15
3.62±0.14

女

2.70±0.08
2.44±0.08
2.89±0.11
3.64±0.10
3.79±0.08

F

0.143
0.426
1.270
1.536
1.245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3 不同居住地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
态度比较 （x±s，分）

问卷维度

持续投入
求知欲

上课情绪
主动性

对学习意义的认识

农村

2.67±0.10
2.37±0.09
3.02±0.12
3.61±0.12
3.72±0.11

城市

2.70±0.08
2.44±0.10
2.90±0.12
3.52±0.11
3.75±0.10

F

0.047
0.232
0.507
0.304
0.041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4 不同名次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比较 （分）

问卷维度

持续投入
求知欲

上课情绪
主动性

对学习意义的认识

前10%

37.47
47.58
53.11
59.17
57.50

10%—30%

59.41
57.21
52.55
53.11
48.68

30%—50%

56.36
49.27
55.73
54.59
53.48

50%—70%

59.38
57.19
47.94
31.88
39.69

后30%

63.43
49.64
37.14
27.86
51.14

χ2

11.905
2.134
2.293
10.381
3.024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5 不同年级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
态度比较 （x±s，分）

问卷维度

持续投入
求知欲

上课情绪
主动性

对学习意义的认识

2017届

2.73±0.11
2.47±0.10
2.83±0.13
3.51±0.14
3.76±0.11

2018届

2.65±0.08
2.36±0.08
3.06±0.11
3.61±0.10
3.71±0.10

F

0.411
0.750
1.817
0.365
0.095

P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目前国内大学生学习态度测量工具较为缺乏，本研究采

用的问卷调查工具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徐波玲等编制的“蒙汉

大学生学习态度问卷”，该问卷经信度效度研究表明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因而可以作为大学生学习态度的测量工具之一[2]。

本调查旨在了解近两年本科室实习的康复治疗专业实

习生的学习态度，从而为今后临床带教的改进提供参考，因

而选择了2016年和2017年入科实习的康复治疗专业本科实

习生进行调查。对学习态度类型的分析显示，这两个年级实

习生的学习态度类型以达标学习型为主，该类型学生人数占

所有学生的49.5%，积极学习型和被动学习型的比例则较为

接近，分别为 24.3%和 26.2%。达标学习型学生的特点在于

对学习意义有着正确的认识（3.73），有一定的学习主动性

（3.70），但是持续投入维度略差（2.63），难以持续地坚持不懈

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对象上，求知欲维度较差

（2.37），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学习对象的强烈的兴趣和好

奇心，而是以接受教师的灌输为主，这在上课情绪维度也有

所反映（2.88），该类型实习生在上课及准备上课过程中的情

绪体验欠佳。积极学习型的学生在主动性（4.41）和对学习

意义的认识（4.39）、求知欲维度（1.87，肯定性命题，得分越低

越积极）尤为突出，但在持续投入维度（2.14）和上课情绪维

度（3.98）仍需要加强。被动学习型学生在各个维度的表现

均不积极，在上课情绪维度尤为明显（2.16）。以上研究结果

表明，不同学习态度类型的实习生在上课情绪维度都有待提

高。上课情绪指的是因学习要素（老师、同学、学习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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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的情绪体验，这就要求带教老师在教学方法和学习内

容等方面加以改进，使得学生乐于上课，在上课过程中获得

良好的情绪体验，方能为提高教学效果打好基础。由于达标

学习型和积极学习型学生均表现出良好的主动性，这提示带

教老师可以采用需要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方法如慕课、微

课、翻转课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3—4]、基于临床路径(clinical pathway, CP)的五

段教学法[5]等，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带教老师

还应该注意到，学生的求知欲不够强，因而需要将知识点用

具有吸引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激发实习生的求知欲。并且，

由于实习生的持续投入欠佳，带教老师还应适时地给予实习

生正确的引导，促使学生的主动性和求知欲稳定地维持并坚

持不懈。

为了进一步明确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的影响

因素，从而在带教过程中能够制定更为个体化的教学方案，

根据既往研究报道的可能的影响因素[2]，本研究对不同性别、

居住地和年级的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进行比较，结

果显示，男生和女生、来自城市和来自农村的实习生、2016年

入科和2017年入科的实习生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对

在班级成绩排名不同的实习生的学习态度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居于班级前10%名次的学生较名次在后30%的学生积极

（P<0.05），尤其表现在持续投入和主动性方面。这一研究结

果提示带教老师在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时，对实习生原来的

学习成绩要有所了解，在布置主动性较强的作业时要考量实

习生是否具备了完成该作业所需要的主动性。国内目前关

于本科大学生的学习态度的调查较少，文献报道显示许多因

素能够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态度。鲁娟等[6]应用自制量表对某

军医大学全体在校 1626名学员的学习态度进行调查，采用

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不同年级学

员间较为相似，不同性别、类别、专业学员的学习态度有显著

差异。孙群等 [7]采用 CSAS（communication skills attitude

scale）量表中译版对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务相关专业474名本

科生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内比较，采用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对医患

沟通技能的学习态度的因素包括年级、性格、性别、专业和从

事专业对口工作意愿等。不同文献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

一方面是由于各研究所涉及的医学的专业不尽相同，另一方

面各研究样本数差别较大，所使用的调查问卷也不相同，都

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本研究还采用波达计数法调查了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

心目中学习的理由和学习态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本科

室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的第一理由是为了工作

（22.4%），这体现了实习生的特点，同时要求带教教师必须充

分考虑贴合工作需求这一要素，使得学生在临床实践中能够

充分获得康复治疗工作相关技能的培训。排第二位的理由

是实现自我价值（19.0%），这反映了参与研究的实习生具有

较为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李洪梅等采用不记名问卷调

查的方式对 386名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学习病理学的学习态

度进行研究，同样表明学习兴趣与未来工作的相关性最大，

同时还受到学习责任感、对所选专业的兴趣、人生目标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与本研究类似，该文献的不足之处在于，是

以百分比来初步反映各影响因素的比重，研究方法相对简

单。在本科室康复治疗专业实习生学习态度影响因素的重

要性排序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

（20.1%）。这就要求带教教师不断提高专业技术素养，树立

在实习生心目中的威信，同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

水平，改善实习生的上课情绪，提高其求知欲，并引导其正确

的持续投入。在采用改进的教学方法时，同时要注意到学生

的学习态度类型以达标学习为主，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或是对不同类型学习态度的实习生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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