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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自制一般资料问卷和

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对桂林医学院 ２８４ 名助产学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

为（８６．９７±１０．４８）分，其中自我管理能力（３０．９３±４．２０）分，信息能力（３４．３７±４．８７）分，学习合作能力

（２１．６７±３．６４）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专业的态度、选择专业原因、经济情况、学科背景和

性格是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其自主学习能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教师应根据学科特色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特点进行针

对性的教学指导并优化课程设置，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助产学本科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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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出生人口、高龄孕妇及高

危产妇的增加，助产服务需求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因此，必须强化助产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助产人

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保障母婴健康［１－３］。

在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医学教育已经实现了与

互联网资源、信息化技术的有机融合，开创了以培养

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为鲜明特色的新

教学模式，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成了医学教育改革

创新的主题之一［４－６］。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运用元认

知和客观人力、物力资源，高质量地获取和掌握知识

与技能的能力［７］。 助产学是一门专业性和实践性较

强的学科，较高的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学生快速高

效地掌握新知识、习得新技能，然而目前关于助产学

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报

道。 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

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建设符合基本国情的助产

学本科教育课程体系和助产学人才培养提供理论依

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桂林医学院四年制助产学本科生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女 ２８３ 名，男 １ 名；年龄 １８ ～ ２４ 岁，平均

（２０．６±１．５）岁。

纳入标准：全日制助产学在读本科生；无精神、

心理疾病；自愿参加本次问卷调查。

排除标准：中途休学或不愿参与本研究者。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一般资料问卷　 基于文献检索结果自行编制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性别、年龄、年级、高考志愿、学

科背景、对专业的态度、选择专业原因、性格等。

１．２．２　 自主学习能力量表　 由林毅等［８］ 编制，分为

３ 个维度，共计 ２８ 个条目。 其中自我管理能力分量

表共 １０ 个条目，包括确定学习需要的能力、时间管

理能力、学习监控能力等内容；信息能力分量表共 １１
个条目，包括信息获取能力、拓宽信息渠道能力、信
息分析处理能力等内容；学习合作能力分量表共 ７
个条目，包括寻求帮助的能力、交流能力等内容。 量

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计分法，正向题目分值递减，反向

题目分值递增，总分为 ２８ ～ １４０ 分，得分越高则表明

其自主学习能力越强。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８６，重测信度为 ０．９０。

１．３　 调查方法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通过问卷星向助产学本科生发放

问卷，由调查者解释本研究目的，并指导学生如实填

写问卷，学生知情同意后采用匿名方式填写，问卷当

场发放，当场回收。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３０２ 份，回收有

效问卷 ２８４ 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０４%。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０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

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法分析自主学习能力的

影响因素。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自主学习能力

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 （ ８６． ９７ ±
１０．４８）分，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ｎ＝ ２８４）

项目 得分（�ｘ±ｓ，分）

自我管理能力 ３０．９３±４．２０

信息能力 ３４．３７±４．８７

学习合作能力 ２１．６７±３．６４

总分 ８６．９７±１０．４８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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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自主学习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情况、性格、学

科背景、是否第一志愿、对专业的态度、选择专业原

因、能否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源、是否经常浏览期刊 ／

数据库等因素对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影

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 ２　 影响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分类 人数 得分 ｔ ／ Ｆ Ｐ

年级 大一 ８９ ８６．８７±９．２２ ０．２６４ ＞０．０５

大二 ６７ ８６．１９±１１．８３

大三 ５４ ８７．８７±１１．５１

大四 ７４ ８７．１５±９．９４

年龄（岁） ≤１９ ７６ ８７．０９±１０．８８ ０．３２１ ＞０．０５

２０～２１ １２０ ８６．４３±１０．１０

≥２２ ８８ ８７．６０±１０．７０

家庭所在地 农村 １８７ ８６．７２±１０．０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５

县镇 ６５ ８７．４５±１２．４９

城市 ３２ ８７．５０±８．６６

家庭经济情况 较好 ７ ８４．７１±４．８９ ５．０４３ ＜０．０５

一般 ２２３ ８７．９８±１０．６６

较差 ５４ ８３．０９±９．２８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３８ ８６．００±８．８７ ０．６１４ ＞０．０５

否 ２４６ ８７．１２±１０．７１

性格 外向 １３１ ８９．５８±１１．０４ ３．９８４ ＜０．０５

内向 １５３ ８４．７４±９．４４

学科背景 文科 １４２ ８９．１３±１１．１５ ３．５３７ ＜０．０５

理科 １４２ ８４．８２±９．３１

是否第一志愿 是 １５２ ８９．２８±１０．６７ ４．０８８ ＜０．０５

否 １３２ ８４．３２±９．６３

是否担任班干部 是 ９４ ８７．５７±１１．７７ ０．６８１ ＞０．０５

否 １９０ ８６．６７±９．７９

对专业的态度 喜欢 １４３ ８９．９２±１１．４０ ９．４６３ ＜０．０５

不喜欢但能接受 １１０ ８４．８３±８．５５

不喜欢 ４ ８２．２５±２．７５

不确定 ２７ ８０．８１±８．１９

选择专业原因 自己喜欢 １００ ９１．６９±１１．６３ １２．０７９ ＜０．０５

父母要求 ３０ ８２．５７±１１．５０

周围人推荐 １０３ ８４．８１±７．９３

被调剂 ５１ ８４．６９±８．７８

是否从事本专业 是 ２５８ ８７．３３±１０．４４ １．８００ ＞０．０５

否 ２６ ８３．４６±１０．３６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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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分类 人数 得分 ｔ ／ Ｆ Ｐ

有实习 ／见习经历 见习 １５５ ８７．３９±１０．９８ ０．９７６ ＞０．０５

均无 ５５ ８５．２０±８．１３

均有 ７４ ８７．４２±１０．９０

父亲职业 职员 ３２ ８８．８８±１０．４６ １．０２８ ＞０．０５

个体 ８０ ８６．８３±９．２５

工人 ４６ ８８．５０±１０．０６

农民 １２６ ８６．０２±１１．３２

母亲职业 职员 ３３ ８９．１５±１２．９３ ０．７８９ ＞０．０５

个体 ７４ ８６．５９±８．７８

工人 ３８ ８８．０３±１２．４９

农民 １３９ ８６．３７±１０．０８

能否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源 是 ２５３ ８７．４２±１０．４７ ２．０４８ ＜０．０５

否 ３１ ８３．３５±９．９２

是否经常浏览期刊 ／数据库 是 ２４１ ８７．５４±１０．３９ ２．１６０ ＜０．０５

否 ４３ ８３．８１±１０．４９

２．３　 自主学习能力的多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情况、性格、

学科背景、对专业的态度、选择专业原因是助产学本

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Ｐ＜ ０． ０５），见

表 ３。

表 ３　 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Ｂ ＳＥ β ｔ Ｐ

常数 １０４．１７１ ４．４４８ ２３．４１８ ＜０．０５

经济情况 －３．１４２ １．３２０ －０．１３０ ２．３８１ ＞０．０５

性格 ３．８５２ １．１４８ ０．１８４ ３．３５７ ＜０．０５

学科背景 －３．６６１ １．１４９ －０．１７５ ３．１８５ ＜０．０５

高考志愿 －２．２９６ １．２１９ －０．１１０ １．８８４ ＞０．０５

对专业的态度 －２．０８０ ０．６８５ －０．１７９ ３．０３５ ＜０．０５

选择专业原因 －１．１３４ ０．５６９ －０．１２３ １．９９３ ＜０．０５

能否有效利用图书馆资源 １．０３７ ２．４６８ ０．０３１ ０．４２０ ＞０．０５

是否经常浏览期刊 ／数据库 －１．８２０ ２．１２８ －０．０６２ ０．８５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

总分为（８６．９７±１０．４８）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相

关研究结果一致［９］。 分析原因：首先，高等教育进入

信息化时代，ＭＯＯＣ 及精品课程等在线课程日渐丰

富，拓宽获取知识的途径，实现优质学习资源的跨区

域共享；其次，第一学期开设的文献检索和计算机信

息技术等基础课程可帮助学生高效利用图书馆及数

据库资源获取学科前沿知识，丰富的学习资料和便

捷的学习途径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提高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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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信息获取能力；再次，学校在多门课程中开展如

ＰＢＬ 教学、翻转课堂、对分课堂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改

革，提升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丰富的学习资源、

便捷的学习途径和多方位的教学形式共同提升助产

学本科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及较好的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家庭条件较差的学

生，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０］。 分析原因：家庭经

济条件一般及较好的家庭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学习条

件，如信息化的学习设备及专业的教学辅导资料等，

提高了学生对信息知识的摄取能力。 Ｍｉｓｔｒｙ 等［１１］ 研

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与子女学习动力及主观

社会地位相关，家庭经济较好的学生表现出较高的

学习动力和较低的学业担忧，往往在学业表现上更

佳。 因此，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可通过提供丰富的

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撑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性格外向的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得分显著高于性格内向学生，这与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１２］。 开放型 ／外向型性格的大学生无论是在学

习驱动力还是学业成绩（ＧＰＡ 绩点）方面，都比其他

性格类型学生略胜一筹［１３］。 性格外向的学生思想

较为灵活，善于思考问题和人际交流，在与他人交换

意见中获得进步感和满足感，因此具备较强的学习

动力与自主学习能力。 文科背景的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得分显著高于理科背景的学生。 分析原因：文科

背景学生在知识记忆和理解能力占有较大优势，整

理信息及提取重点知识能力突出，知识分类记忆效

果较好，同时也具备较高的学习动机［１４］。 因此，文

科背景的学生具备较强的学科适应能力，面对新知

识可以快速进入深度学习状态，把握重点、难点知

识，在自主学习能力上发挥积极作用。 喜欢本专业

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其他选项学生，

这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７］。 分析原因：对所

学专业的态度直接影响学习态度，积极的态度和学

习动机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投入；较高的

求知欲和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帮助学生加深对助

产专业的认知，进而内化为学习动力和学习行为，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 主动选择本专业的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其他选项的学生，这与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１８－１９］。 分析原因：主动选择助产学的学生

对专业具备一定的了解，同时拥有较强的专业归属

感和职业认同感；在较高的职业认可和学习兴趣驱

使下，学生焕发出较强的内在学习动机，可根据学习

目的较好地制定学习计划。 而非自己意愿就读助产

学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对不足，甚至个

别学生可能会有抵触或厌学心理，在自主学习能力

上发挥消极作用。

４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有进步和提升空间，因此有

必要通过充分调研助产学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现

状，针对性开发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案。 同

时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多方位教育

资源的深度融合，加强 ＭＯＯＣ 及精品课程等在线课

程的建设，紧扣课程思政，优化课程设置，提升学生

对助产学的认知和积极情感，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

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坚持培养高素质助产人才，稳

步推进助产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妇幼保健事业夯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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