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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在校本科护生学习倦怠与元认知能力现状及关系，分析影响学习倦怠的主要因素，为更好地开展护理教育提供参

考。［方法］采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大学生元认知能力量表调查某中医院校３８４名在校本科护生。［结果］护生学习倦怠得分为

（６０．３８±９．５０）分，学习倦怠的发生率为５０．９％；学习倦怠总分在性别、是否担任干部、是否为专业调剂、在校成绩分组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护生元认知能力得分为（７４．９３±１２．０８）分，元认知能力总分及各 维 度 得 分 与 学 习 倦 怠 总 分 及 各 维 度 得 分 呈 负 相

关（Ｐ＜０．００１）；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元认知能力、在 校 成 绩、是 否 为 专 业 调 剂、性 别 是 影 响 护 生 学 习 倦 怠 的 主 要 因 素。［结

论］在校本科护生学习倦怠水平属轻中度范围，主要表现为学习成绩差、专业调剂、男护生的学习倦怠感水平高，元认知能力与学习

倦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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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倦怠的概念来自职业倦怠的研究，指的是学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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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学生消极 的 学 习 心 理［１］。众

多研究表明，学习倦怠已成为当今大学生在校求学过

程中的常见现象。护生作为护理队伍的后备人才，他

们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学习效果不仅影响其自身发

展，更会直接影响到我 国 护 理 事 业 的 发 展。“元 认 知”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Ｆｌａｖｅｌｌ［２］提出，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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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认识，即学习者把自己在学习过程

中的认知活动作为对象进行积极反思和认知加工的过

程，是人对自己的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调节［３］。
元认知能力作为自主学习能力中非常重要的子能力，
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及其自主

学习的效果［４］。何比 琪［５］指 出，借 助 元 认 知 理 论 的 学

习策略可以克服学习拖延和倦怠，从而可减少学习低

效现象。因此，本研究在调查在校本科护生学习倦怠、
元认知能力整体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

的关系，并探讨影响护生学习倦怠的相关因素，旨在为

有针对性地进行护理教育改革、降低护生学习倦怠感

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某中医院校护

理学院大学一 年 级、大 学 二 年 级、大 学 三 年 级 各２个

·８１４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５



班，共３８４名在校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大 学 四 年

级护生多不在校内，人员较为分散，考虑到研究的可行

性，因此未纳入取样范围。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且 自

愿参加。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

研究对象年龄、性别、生源地、年级、是否为 独 生 子 女、
是否担任干部、高中文理科情况、是否专业调剂、在校

成绩、家庭人均月收入共１０项内容。

１．２．１．２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该量表由连榕等［１］编

制，共２０个条目，分为情绪低落（８个条目）、行为不当

（６个条目）、成就感低（６个条目）３个维度。每个条目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分别计为１分～５分，得分越高，表明学习倦怠程度越

高。根据问卷的结构特点和得分情况，学习倦怠得 分

除以总项目数为个体学习倦怠程度的得分，以中间值

３分为参照值，＜３分为无倦怠；３分～４分为轻中度倦

怠，＞４分 为 重度倦怠［６］。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

为０．８６５，分半信度为０．８８０。每个项目与总量表的相

关系 数 为０．４０８～０．７６２ （Ｐ＜０．０１），３个 分 量 表

与 总 量 表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为０．９　１　４，０．７　９　９，０．７　０　４
（Ｐ＜０．０１）。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的 各 项 指 标 为０．８７～
０．９１［７］。

１．２．１．３　大学生元认知能力量表　该量表由康中和［８］

编制，分为元认知能力计划（７个条目）、元认知能力监

控（６个条目）、元认知能力调节（６个条目）和元认知能

力评价（５个条目）４个维度，共２４个条目。每个条目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 别 赋 予１

分～５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元认知能力越高。量表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３，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为０．７９～０．８７，量表信效度良好。

１．２．２　调查 方 法　调 查 组 负 责 人 对 调 查 人 员 进 行 统

一培训。２０１７年５月—６月，调 查 人 员 在 被 调 查 班 级

班长的协助下现场发放问卷，学生采取匿名方式，独立

填写，资料收集过程遵循知情同意且自愿原则。本 次

研究共发放问卷３８４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５０份，有效回

收率９１．１％。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人数、构成比进 行

统计描述，计量 资 料 采 用 均 数±标 准 差（ｘ±ｓ）描 述；
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探讨学习倦怠与元认 知 能 力

的相关性；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单因

素方差分析，并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在校本 科 护 生 一 般 资 料　本 次 调 查 的３５０名 在

校本科护生年龄１７岁～２４岁（２０．２６岁±１．１６岁）；男

生４０人（１１．４３％），女生３１０人（８８．５７％）；生源地为城

镇的１０９人（３１．１４％），农村的２４１人（６８．８６％）；大学

一年级护生１１１人（３１．７１％），大学二年级护生１０１人

（２８．８６％），大学三年级护生１３８人（３９．４３％）。

２．２　在校本科 护 生 学 习 倦 怠 与 元 认 知 能 力 得 分　本

次调查，３５０名在校本科护生学习倦怠检出率为５０．８％，
其中轻中度倦怠１６８人（４８．０％），重度倦怠１０人（２．９％）。
护生学习倦怠得分为（６０．３８±９．５０）分，元认知能力得

分为（７４．９３±１２．０８）分。详见表１。

表１　３５０名护生学习倦怠及元认知能力得分情况（ｘ±ｓ）

　　　项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得分 排序

学习倦怠之情绪低落 ８　 ２３．１７±５．１１　 ２．９０±０．６４　 ３
学习倦怠之行为不当 ６　 １９．４１±３．７０　 ３．２４±０．６２　 １
学习倦怠之成就感低 ６　 １７．７９±３．１４　 ２．９７±０．５２　 ２
学习倦怠总分 ２０　 ６０．３８±９．５０　 ３．０２±０．４７
元认知能力计划 ７　 ２１．０５±３．９９　 ３．０１±０．５７　 ３
元认知能力监控 ６　 １９．８８±３．２６　 ３．３１±０．５４　 ２
元认知能力调节 ６　 １７．２５±３．６１　 ２．８８±０．６０　 ４
元认知能力评价 ５　 １６．７４±２．９７　 ３．３５±０．５９　 １
元认知能力总分 ２４　 ７４．９３±１２．０８　 ３．１２±０．５０

２．３　护生学习倦怠与元认知能力的相关分析　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分析显 示，护 生 学 习 倦 怠 总 分 及 各 维 度 得 分

与 元 认 知 能 力 总 分 及 各 维 度 得 分 呈 负 相 关，Ｐ＜
０．００１，详见表２。

·９１４２·护理研究２０１８年８月第３２卷第１５期（总第６１１期）



表２　３５０名护生学习倦怠与元认知能力的相关性分析（ｒ值）

项目 元认知能力计划 元认知能力监控 元认知能力调节 元认知能力评价 元认知能力总分

情绪低落　　 －０．２１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３
行为不当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５６ －０．４４ －０．５１
成就感低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４１
学习倦怠总分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４６ －０．５１

　　注：均Ｐ＜０．００１。

２．４　护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４．１　不同 社 会 资 料 护 生 的 学 习 倦 怠 单 因 素 分 析　
护生的学习倦怠水平与性别、是否担任干部、是否专业

调剂、在校成绩有关（Ｐ＜０．０５），与生源地、年级、是否

独生子女等因素无关（Ｐ＞０．０５），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社会资料护生的学习倦怠得分比较（ｘ±ｓ，ｎ＝３５０）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得分 统计值 Ｐ

性别　男 ４０　 １１．４３　 ６４．３１±１１．７３
ｔ＝４．５４　 ０．０２１

　　　女 ３１０　 ８８．５７　 ５９．８７±９．１９
生源地　城镇 １０９　 ３１．１４　 ６１．３１±１０．６２

ｔ＝１．５３　 ０．２１８
　　　　农村 ２４１　 ６８．８６　 ５９．９６±８．９４
年级　一年级 １１１　 ３１．７１　 ６０．５４±９．４８

　　　二年级 １０１　 ２８．８６　 ６０．４３±９．３９　 Ｆ＝０．０４　 ０．９６４

　　　三年级 １３８　 ３９．４３　 ６０．２２±９．６６
独生子女　是 １３５　 ３８．５７　 ６０．１３±９．５７

ｔ＝０．１５　 ０．７０１
　　　　　否 ２１５　 ６１．４３　 ６０．５３±９．４７
担任干部　是 ９１　 ２６．００　 ５８．２８±９．２３

ｔ＝－３．９１　 ０．０４８
　　　　　否 ２５９　 ７４．００　 ６１．１２±９．５５
高中文理科情况　文科 １７１　 ４８．８６　 ６０．８５±８．８８

ｔ＝０．８１　 ０．３６８
　　　　　　　　理科 １７９　 ５１．１４　 ５９．９３±１０．０６
专业调剂　是 １４３　 ４０．８６　 ６３．３２±８．８９

ｔ＝４．７５　 ０．０１２
　　　　　否 ２０７　 ５９．１４　 ５８．３５±９．８８
在校成绩　年级前１／３　 １０５　 ３０．００　 ５７．０１±９．６６

　　　　　年级中１／３　 １８５　 ５２．８６　 ６０．３５±９．０３　 Ｆ＝２０．５９　 ０．０００

　　　　　年级后１／３　 ６０　 １７．１４　 ６６．３８±７．６０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１　０００元 ７１　 ２０．２９　 ６０．７６±８．８５

　　　　　　　　１　０００元～ １４５　 ４１．４３　 ６０．２８±９．２９　 Ｆ＝０．０７　 ０．９３１

　　　　　　　　＞２　０００元 １３４　 ３８．２９　 ６０．２８±１０．１０

２．４．２　护生 学 习 倦 怠 的 回 归 分 析　根 据 单 因 素 分 析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入回归分析。由于相关分

析显示，护生元认知能力与学习倦怠密切相关，故将元

认知能力得 分 也 纳 入 回 归 方 程 进 行 多 元 逐 步 回 归 分

析，α入＝０．０５，α出＝０．１０。其中，学习倦怠得分为应变

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方程的所有自变量的赋值

情况见表４。最 终 进 入 回 归 模 型 的 因 素 有：元 认 知 能

力、在校成绩、是否专业调剂、性别，具体见表５。回归

方程为：Ｙ＝９４．５６９－０．３６６元认知能力－３．１９０在校成

绩＋２．７１４是否专业调剂＋５．２６８性 别，调 整 后Ｒ２ 为

０．３０１，解释了护生学习倦怠总变异的３０．１％。
表４　引入回归方程的各自变量赋值

　　自变量 　　赋值

性别 男＝１；女＝０
是否担任干部 是＝１；否＝０
是否专业调剂 是＝１；否＝０
在校成绩 年级前１／３＝３；年级中１／３＝２；年级

后１／３＝１
元认知能力 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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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护生学习倦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ｔ值 Ｐ

常数项 ９４．５６９　 ２．７８９　 ３３．９０６　 ０．０００
元认知能力 －０．３６６　 ０．０３６ －０．４６５ －１０．２１７　 ０．０００
在校成绩 －３．１９０　 ０．６４０ －０．２２７ －４．９８４　 ０．０００
是否专业调剂 　２．７１４　 ０．６０９ 　０．１８１ 　４．４５３　 ０．００２
性别 　５．２６８　 １．６３２ 　０．１２２ 　３．２２７　 ０．０２５

　　注：Ｆ＝７７．７５１，Ｐ＜０．００１；Ｒ＝０．５５６，Ｒ２＝０．３０９，调整Ｒ２＝０．３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护生学习倦怠整体情况分析　本调查，护生学习

倦怠检出率为５０．９％，其中轻中度倦怠者占４８．０％，重
度倦怠者占２．９％，护生学习倦怠条目得分为（３．０２±０．
４７）分，属于轻中度范围。由此可见，在校本科护生 存

在一定程度的学习倦怠现象，虽然程度不是很严重，但
结果不容忽视，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轻中度学习倦怠

可能会转变成重度学习倦怠［６］。在学习倦怠的３个维

度中行为不当维度得分最高，即指护生由于厌倦学习

而表现出逃课、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早退等行为特

征，该结果 也 与 李 玉 媛 等［９－１０］研 究 结 论 一 致。说 明 护

生在面对复杂、繁重、枯燥的学习任务时，易丧失学习

动力与激情，产生逃避、退缩等消极学习行为。成就感

低和情绪低落维度条目得分分别为（２．９７±０．５２）分和

（２．９０±０．６４）分，与中间值３分十分接近，情况也不容

乐观。原因可能是：护生长期处于厌学状态，不能较好

地掌握授课知识，难以完成学习任务和专业考核，因此

极少体验到学习成就感，也易产生抑郁情绪。因而，护
理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应留意护生的不良学习行为，

重视学生的心理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如

学院可以利用现有的内部与外部资源，定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讲座或增设相关课程，重视专业思想的引导

与把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进而减少学习倦怠的发生。

３．２　护生学习 倦 怠 与 元 认 知 能 力 的 相 关 性 分 析　元

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身心理状态、能力、任务目标、认

知策略等方面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各种认知活动的计

划、监控、评价和调节，在学习中它起着重要的导向与

协调作用［１１］，对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效果具有深远的

影响，是成功 学 习 的 关 键 因 素［１２］。本 次 调 查 中，护 生

元认知能力条 目 得 分 为（３．１２±０．５０）分，低 于 张 雪 雁

等［１３］的调查 结 果，其 中 元 认 知 能 力 评 价 条 目 得 分 最

高，为（３．３５±０．５９）分，元 认 知 能 力 调 节 得 分 最 低，为

（２．８８±０．６０）分，一 方 面 说 明 护 生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能 正

确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学习策略，正视自己的不足，

在不断调节和自我改进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另一

方面又表明护生元认知体验的深度和元认知调控的水

平不高，没有很好地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与技巧。

总的来说，护生元认知能力略显不足，有提高的 必 要。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表 明，在 校 本 科 护 生 学 习 倦 怠 各 维

度得分及总分与元认知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呈负

相关（Ｐ＜０．００１），该研究结果与卢芳等［１０］对护理本科

实习生学习倦怠与元认知能力的相关性研究的结果一

致，即护生元认知能力越强，其学习倦怠水平就 越 低，

其中元认知能力总分、元认知能力调节及元认知能力

评价与学习倦怠总分均有相关性。在学习倦怠的多元

回归模型中，元认知能力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绝对值

最大，说明在校本科护生元认知能力是影响学习倦怠

的最主要因素。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能够帮助护生了解

自己的学习风格及优、劣势，明确学习目标、优化学习

过程、反馈学习结果，激发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增强学

习动机及主 体 意 识，从 而 提 高 学 习 效 率，降 低 倦 怠 水

平。因此，护理教育者可从提高护生元认知能力 的 角

度入手间接降低本科护生学习倦怠水平。例如，教 师

在授课前向 学 生 阐 明 本 门 课 程 的 学 习 内 容、特 点、要

求，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并

根据自己的认知风格制定适合的学习计划和目标，让

学生通过写 “反思日记”或制 定“学 习 提 问 单”等 方 式

及时评价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

进行学习策略的个性化调适，从而提高元认知能力，减
少学习倦怠的发生。

３．３　护生学习 倦 怠 的 影 响 因 素 分 析　单 因 素 分 析 结

果提示，护生学习倦怠得分在性别、是否担任干部、是

否专业调剂、在校成绩４个项目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４个项目及元认知

能力总分为自变量，学习倦怠总分为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逐步回归分析，其结果提示：元认知能力、在校成绩、

是否专业调剂、性别是影响护生学习倦怠的主要因素。

在回归模型中，护生学习成绩与学习 倦 怠 水 平 呈

负相关，这与李玉媛等［９］对本科护生及任竹妮等［１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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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护生学习倦怠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结果一致，是

除元认知能力外影响护生学习倦怠的最主要因素，即

护生学习成绩越好，其学习倦怠程度越低，分析其原因

可能是：成绩好的学生容易得到老师、同学及父母的肯

定和赞扬，在各种评奖评优活动中具有一定优势，更易

体验到学习 成 就 感，能 够 维 持 学 习 兴 趣，较 少 出 现 抑

郁、焦虑等不良情绪；成绩好的学生所掌握的专业知识

扎实，学习任务及专业考核对他们来讲相对轻松，其自

我效能感更强，自我自我效能感可以影响到个体的行

为选择、行为 目 标 设 置 等［１５］，因 此 成 绩 好 的 学 生 很 少

有逃课、迟到、早退或不做作业等不当的 行 为。相 反，
如果护生学习成绩不理想，体验不到学习乐趣和成就

感，他们就会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对学习采取逃避的

态度，出现畏缩行为，长时间如此就易陷入情绪低落状

态，使学习成绩进一步下降。由此可见，护生学习倦怠

越严重，学习 成 绩 就 越 不 理 想，护 生 学 习 成 绩 越 不 理

想，越 容 易 导 致 学 习 倦 怠，二 者 相 互 影 响、恶 性 循

环［１５］。因此，护 理 教 育 者 要 重 视 护 生 的 入 学 专 业 教

育，强调专业课程的重要性；关注护生的思想动态，对

于成绩较差的护生，多加关心，分析学习成绩不合格的

原因，并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帮助护生通过自身的努

力来提高成绩，增加护生的成功体验，从而降低护生的

学习倦怠感。
本研究发现，大学入学时是否专业调剂 也 是 影 响

护生学习倦怠的因素之一，表现为专业调剂的护生学

习倦怠水平普遍高于非专业调剂的护生，这与赵莉［１６］

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可能是：专业调剂的 学

生入学前心仪的专业并非护理，对护理专业了解甚少，
专业理想不符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因此容易产

生学习倦怠感，而主动选择护理专业的学生，很多在入

学之初就已对护理专业有一定了解，对护理专业有一

定兴趣，在填报志愿时统一了理想和现实中的目标，在
学习过程中积极性较高，不易产生学习倦怠感。因此，
学校应该重视护生尤其是被动就读护理专业的护生专

业兴趣的培养，抓好入学前教育，强化专业价值观，稳

定专业思想，必要时在护生中开展职业生涯辅导 。同

时，护理教育 者 也 应 该 引 导 护 生 了 解、认 识 自 己 的 专

业，激发护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护生在学习过程中

保持较高的积极性，从而避免学习倦怠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提示，性别对护生学习倦怠 水 平 也 具

有一定影响，即本科护生中，男生的学习倦怠程度普遍

高于女生，这与葛洪等［１７］对专科护生学习倦怠的调查

研究及郝萍等［１８］对 高 职 护 生 学 习 倦 怠 的 相 关 因 素 分

析结果一 致。分 析 其 原 因 可 能 与 护 理 专 业 的 特 点 有

关，护理专业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女性职业，提灯“女

神”的形象深入人心，在传统观念里，女性温柔细心、体
贴细致，更适合从事“守护生命”的护理职业，因此当大

众印象中粗犷的男性从事护理专业就要承受更多来自

社会的偏见和压力，这易降低男护生的学习热情而导

致学习倦怠。另一方面，社会对男护士的不认可 会 降

低男护 生 的 角 色 认 同 度。吴 蓉 等［１９］调 查 结 果 显 示，

７２％左右的男护生不会终生从事护理工作，这易 导 致

男护生学习动力下降，也是造成学习倦怠的原 因。此

外，班级中女生所占比重大，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极

少数的男生长期处于女性集体中间，女性的价值观念

对男生原有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引发内心的矛盾，这都

容易造成男护生产生学习倦怠［６］。因 此，学 校 应 该 重

视护理专业性别文化建设，多宣传男性护理工作者的

先进典型事例，及时传递男护士就业趋势与就业优势

的相关信息，引导男护生正确认识护理专业，提高其专

业认同度。

４　小结

学习倦怠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心理 现 象，它 不 仅

会引起护生学习成绩下降，更会损害其心理健康，甚至

可能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影响护理队伍的稳 定。本

研究所调查 的 在 校 本 科 护 生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学 习 倦

怠，虽程度不太严重，但整体情况也不容乐观。分析发

现影响护生学习倦怠的因素众多，包括元认知能力水

平、在校成绩、是否为专业调剂、性别等。建 议 在 护 理

的前期教育中预见性地培养护生的元认知能力，使其

形成乐于求知的自主学习心态，同时学校应加强护理

专业性别文化建设，注重护生专业兴趣的培养。本 研

究侧重于探讨在校本科护生学习倦怠与元认知能力的

关系及影响学习倦怠的相关因素，因此没有具体详尽

地阐述相应的应对措施，在后续研究中将针对这一部

分进行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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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模式的延续性护理对老年脑梗死
病人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刘　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ａｒｅ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ｎｉｌ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ｕ　Ｌｕ（Ｂｒａ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Ｌ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５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家庭模式的延续性护理对老年脑梗死病人依从 性 的 影 响。［方 法］选 取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７月 我 院 神 经

内科老年脑梗死病人４００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２００例。全部病人住院期间采用常规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出

院指导，研究组采用基于家庭模式的延续性护理。采用依从性评定量表、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评分量表、巴塞尔（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与生活质量测

定量表评定两组治疗依从性、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与生活质量 的 差 异。［结 果］研 究 组 治 疗 依 从 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Ｐ＜０．
０５）。护理前两组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评分、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与生 活 质 量 评 分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护 理 后 两 组 病 人Ｆｕｇｌ－Ｍｅｇｅｒ
评分与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明显高于护理前（Ｐ＜０．０５），且研究组病人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护理后两组病人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低于

护理前（Ｐ＜０．０５），且研究组病人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基于家庭模式的延续性护理有助于明显改善老年脑梗死

病人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与生活质量。
关键词：家庭模式；延续性护理；老年；脑梗死；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运动功能；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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