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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exam anxiety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in Fujian Province, considering 
various background variables. Grounded in the self-efficacy theory,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variables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ademic self-
efficacy. Utilizing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552 nursing students from fou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findings 
indicate: (1)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exist i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exam 
anxiety,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2)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xam anxiety. (3)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4)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xam 
anxiety. (5) Academic self-efficacy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exam anxiety.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Exam Anxiety;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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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背景变项的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

的影响。以自我效能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

果，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对福建省四所高职院校 552 名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 不同性别、年级在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差异。（2）感知教

师支持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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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4）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5）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

与考试焦虑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 

 
1、绪论 

 
1.1、研究动机与背景 
 

护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不断得以完善。目前，中国护理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涵盖了职高毕业生、普通高

中毕业生以及中职毕业生。这些学生在高中教育及护理中职教育的基础上，通过 3 年

的学习后，获得高等护理专科学历。这一体系致力于培养具备护理职业所需的综合能

力的高级技术类护理人才，为护理领域输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能够胜任护理岗

位第一线工作（陈雪，2021）。 
然而，随着医疗体系的变革和社会对医疗服务的不断提升期望，对护理从业者的

学术素养和专业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2023 年印发的《全面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2023-2025 年）》中强调“持续改进护理质量，鼓励培养多层次护理人

才”。在这一背景下，高职护生面临诸多挑战，其专业学制较短、课程负担较沉重，

不仅加大了学业难度，也增加了考试焦虑的风险（王丽娟等人，2017）。研究表明，

高达 50%-100%的护生面临着考试焦虑的挑战，这可能导致他们在综合评估中表现不

佳，并增加放弃学业的风险(Khaira et al.,2023)。通过深入研究高职护生的考试焦虑，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护理人才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更好地满

足医疗行业对高素质护理人才的需求。高职护生的考试焦虑作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职

业发展，通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提供实质性建议，以提升高职护生的竞争力，

使其更好地适应医疗行业的需求。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目前关于大学生考试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感知社会支

持”这一维度 (Houri et al.,2023;Laksmiwati & Tondok,2023;Fisher et al.,2023)，相较之

下，对于维度的特定分支，如“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的研究较为稀缺。

此外，在研究医学类学生考试焦虑的文献中，多数学者选择以整体“医学生”群体为

研究对象(李忠莲等人，2021；陈小燕等人，2022；)，相对较少关注“护生”这一子

群体，研究护生考试焦虑的文献也是微乎其微。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在考虑性别年级背景的情况下，从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

之间的关系入手，并引入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验证高职护生在学业自我效

能感与感知教师支持的作用下对考试焦虑的影响权重，从而进一步阐明学业自我效能

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教师中的影响机制。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具体研究目的如下： 
A:探究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B:探究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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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探究福建省高职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D:探究福建省高职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

用。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感知教师支持 
 
感知教师支持是学生对其所感受到教师提供的关心、协助以及反馈的看法

(Tomislava et al.,2023)。迟翔蓝（2017）认为感知教师支持由自主支持、能力支持以及

情感支持三个维度组成。其中自主支持是教师通过学习活动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

包括了解并满足护理学生的需求，同时在课堂上创造机会，激发学生的动机，引导他

们参与学习和实践活动 (Yang et al.,2022)；能力支持为护生感知到教师的支持、鼓励以

及指导，使其增强对自身能力和才能的信心 (Kulakow,2020)；情感支持则是护生感知

到教师对其表现出关心、尊重、鼓励、温暖以及信任 (Granziera et al.,2022)。 
 
2.2、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是一种暂时的情绪状态，被试者在被评估或考试的情景下感到极度紧

张，并出现干扰和消极的负面想法，心理感到混乱伴随着身体的紧张和生理反应

(Spielberger et al.,1976)。张芷毓（2020）将护生考试焦虑定义为护生在面对考试时所

出现的情绪不安和压力反应，通常涉及多层次的情感体验。也有学者认为考试焦虑是

学生在考试过程中因担心成绩不佳和评估中产生的负面后果而经历强烈的不良心理症

状 (Duraku et al.,2023)。 
 
2.3、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自身能否成功完成学业任务的信心，以及对其能够组

织和执行学业任务以取得好成绩的信念 (Chen et al.,2020;Khan,2023)。梁宇颂（2000）
将其分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其中学习能力自我效

能感是指学生对自身顺利完成学业任务并避免学业失败的能力的判断和信心(Pratiwi & 
Rini,2023)。学习行为效能感则是学生对自身采取学业技能达到学业目标的评估与信念

(Alemayehu & Chen,2023)。 
 
2.4、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的关系 
 

    Pengelly (2021)则发现教师可以在认知、行为、情感、社交、动机和环境等多个层

面上提供支持来帮助学生应对考试焦虑。孙梦琪（2 0 2 1）发现当教师给予学生关心爱

护越多时，学生在面对考试情境时的心理状态就越好，考试焦虑水平也会相对下降。

由此可见，护生可以通过感知教师支持的提高来影响考试焦虑。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设：H 1 :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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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关系 
 
        张芷毓（2 0 2 0）在针对本科护生的研究中，发现本科护生的考试焦虑越高学业自

我效能感则越差。唐娜（2 0 2 2）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显著负向的影

响，且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考试焦虑。陈小燕等人（2 0 2 2）在针对医学院校学生

的研究中，发现医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呈显著相关，通过提升学业自我

效能感可以降低医学生的考试焦虑。综上所述，护生可以通过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来

影响考试焦虑。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设：H2: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6、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陈媚（2 0 2 1）研究发现，学生感知不到感知教师支持时，其学业自我效能感会下

降。反之，若学生感知到更多教师的支持时，学业自我效能感则会有所提升。Jia et al. 
(2023)在对 EFL 学习者进行研究时发现，学习者感知到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

能感有正向的影响，尤其是感知教师支持中的学术支持更容易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综上所述，护生可以通过感知到更多的感知教师支持来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 
        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设：H3: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

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7、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 
 
        从以往文献中发现，影响医学生考试焦虑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学生本身、其所获取

的学习资源以及教师 (Wadi et al.,2022)。且有研究表明，当学生感受到社会支持时，他

们更能够面对学业压力，减少考试焦虑情绪，并在考试中表现更为自信，且学业自我

效能感在本科生感知社会支持与考试焦虑水平之间起到连接的作用 ( L a k s m i w a t i  & 
Tondok, 2023)。 
         综上所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感知教师支持可以一定程度缓解考试焦虑，因此提

出以下假设。H4: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中存

在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研究框架 

本文依据研究目的、研究流程，拟定研究框架结构，以探讨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

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框架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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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研究框架图 

3.2、研究对象与抽样 

2018 年印发的《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切指出“大力推广高职护理教育，提升优质护理质量”，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护理

学生占中国护理学生总数的 60%以上 (Zeng et al.,2019)，目前福建省有 27 所高等职业

学校拥有护理专业，因考虑到护理专业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情况，故本研究将采用便利

抽样的方式选取的是位于福建省四所高职在校以及处于实习期的护理专业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所选取的四所学校均为医学类高职院校，且护理系为其主要发展科系之一。

正式问卷共回收 600 份问卷，共计 552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2%。 
 

3.3、研究工具 
3.3.1、感知教师支持量表 

本研究感知教师支持的测量采用迟翔蓝（2 0 1 7）编制的《感知教师支持》量表，

共 13 个题项，分为自主支持、能力支持和情感支持三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

计分法，完全不符合 1 分，很不符合 2 分，基本符合 3 分，很符合 4 分，完全符合 5
分。  
3.3.2、考试焦虑量表 

本研究考试焦虑的测量将采用叶仁敏和 Rocklin（1988）修订的《考试焦虑量表》

中文版，共 1 6 个题项，分为担忧性和情绪性两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 i k e r t  4 点计分

法，（1=几乎从不，4=几乎总是），每个分量表包含 8 个项目。 
3.3.3、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将采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由梁宇颂（2000）修订的《学业自我效

能问卷》中文版，共分为 2 个维度: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共 22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 
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 

感知教师支持 
自主支持 
情感支持 
能力支持 

H7 

H5 H6 

考试焦虑 
担忧性 
情绪性 H4 

H1-H3 

背景变量 
1.性别 
2.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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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题项，前 11 题为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后 11 题为学业行为自我效能感，其中 14
题、16 题、17 题为反向题。该问卷为 Liker 5 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样本主要为福建省四所高职院校的护生，共回收 6 0 0 份，有效问卷共 5 5 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其中男生为 113 人，占总人数的 20.5%;女生为 439 人，占总

人数的 79.5%。大一为 200 人，占总人数的 36.2%;大二为 181 人，占总人数的 32.8%;
大三为 171 人，占总人数的 31.0%。 
 
4.1.1、性别差异 
        由表 4.1.1.1 可见不同性别在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不同性别在感知教师支持上有显著差异，其中男生>女生，此结果

与叶桐（2022），针对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的调查结果相符，这一结果可能源于男女生

生理结构和心理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男生可能更倾向于忽略细节、不易受到过度敏

感，而女生在心理上较为成熟，因而对感知教师支持的需求相对较少。不同性别的护

生在考试焦虑上有显著差异，女生>男生，此结果与张芷毓（2020）针对本科护生的研

究一致，高职护生中女生考试焦虑高于男生可能源于情绪调节的差异、社会比较的压

力以及自我标准要求较高。女生可能更注重情感表达，对社会比较更敏感，对自身要

求更严格。不同性别的护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上有显著差异，男生>女生，此结果与张

芷毓（2 0 2 0）针对本科护生的研究一致，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中男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较女生高可能受到自我评价差异和心理适应能力的综合影响。 
 

表一：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性别差异 

 

构面性 
女生 N=439 男生 N=113 

t 值 
 

M SD M SD  

感知教师支持 3.206 0.687 3.848 0.834 -7.540*** 男＞女 

自主支持 3.211 0.916 3.823 0.959 -6.269*** 

情感支持 3.173 0.935 3.878 0.983 -7.070*** 

能力支持 3.234 0.942 3.849 0.993 -6.115*** 

考试焦虑 2.697 0.740 2.418 0.903 3.037* 女＞男 

担忧性 2.689 0.867 2.438 0.9800 2.677* 

情绪性 2.705 0.891 2.398 1.029 3.163*** 

学业自我效能感 3.182 0.770 3.831 0.939 -6.784*** 男＞女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202 0.915 3.790 1.032 -5.928***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162 0.938 3.872 1.018 -7.051*** 
注：*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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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年级差异 

    由表 4.1.2.1 可见不同年级在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

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年级在感知教师支持也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大二>大三，大一

护生感知教师支持较高可能归因于其适应期需求更大、学业挑战较新颖以及个体成熟

度差异。随着年级升高，护生逐渐独立，学科熟悉度提高，对感知教师支持的依赖减

少。不同的年级在考试焦虑也存在显著差异，大三>大二>大一，此结果与李忠莲等人

（2 0 2 1）的调查相符，大三高职护生的考试焦虑升高可能是因为学业压力增大、未来

职业压力、毕业要求、实习压力、升学压力所增加，以及个体自我期望的提高。不同

的年级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大二>大三，此结果与张家蕊等人

（2 0 2 2）的研究结果相类似，大一护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可能是适应期内的新奇感和

兴奋，对学科的新颖性产生好奇心，以及学校和教师在这一阶段提供的积极支持有

关。 

 

表二：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的年级差异 

构面性 
大一 N=200 大二 N=181 大三 N=171 

F 
 

M SD M SD M SD  

感知教师支持 3.702 .794 3.289 .687 2.962 .594 51.816*** 大 一>大 二>
大三 

自主支持 3.676 .934 3.260 .884 3.019 .929 24.450*** 

情感支持 3.717 .974 3.319 .885 2.848 .974 40.995*** 

能力支持 3.721 1.010 3.297 .932 3.005 .861 27.290*** 

考试焦虑 2.509 .851 2.693 .771 2.737 .693 4.561* 大 三>大 二>
大一 
 担忧性 2.516 .946 2.680 .892 2.736 .829 3.097* 

情绪性 2.503 .983 2.706 .934 2.738 .837 3.627* 

学业自我效能感 3.694 .887 3.281 .738 2.907 .705 46.446*** 大 一>大 二>
大三 学习能力自我效

能感 
3.688 .967 3.325 .920 2.894 .841 34.748*** 

学习行为自我效

能感 
3.701 1.0233 3.238 .891 2.920 .903 32.184*** 

注：*p<0.05  **p<0.01  ***p<0.001 
 

4.2、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由表一中数据可知，考试焦虑与感知教师支持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r = -.654,p < 
0.001）,说明考试焦虑越高，感知教师支持越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感知教师支持呈显

著的正相关（r =.642,p < 0.001）,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感知教师支持就越高；学

业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呈显著的负相关（r =-.618,p < 0.001），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

越高，考试焦虑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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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相关矩阵 

相关性 感知教师支持 考试焦虑 学业自我效能感 

感知教师支持 1   

考试焦虑 -.654*** 1  

学业自我效能感 .642*** -618*** 1 
注：*p<0.05  **p<0.01  ***p<0.001 

 

4.3、回归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见 4.3.1。把性别、年级、感知教师支持

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一并纳入回归方程式建立模型 1，感知教师支持（β=.578,p<0.001）
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解释力为 4 2 . 8 %，

因此本研究中，H3: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成立；将性别、年级、感知教师支持和考试焦虑一并纳入回归方程式建立模型

2，感知教师支持（β=-.721,p<0.001）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

的解释力为 44.7%，因此本研究中：H1: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成立；将性别、年级、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一并纳入回归

方程式建立模型 3，学业自我效能感（β=-.667,p<0.001）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学业

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解释力为 39.4%，因此本研究中，H2: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学

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成立；将性别、年级、感知教师支持、

考试焦虑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一并纳入回归方程式建立模型 4 ，感知教师支持

（β=-.498,p<0.001）、学业自我效能感（β=-.386,p<0.001）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感

知教师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共同解释 5 3 . 1 %的考试焦虑，因此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

情况下，学业自我效能感对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之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4:中
国福建省高职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中存在中介作用，成

立。 
 

表四：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之阶层回归分析摘要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VIF 

变项 学业自我效能感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Beta Beta Beta Beta  

控制变项      

女生 -.048 -.019 0.088 -.037 1.870 

大一 .145 .183 .164 .239 2.395 

大二 .091 .119 .112 .154 1.447 

自变项    

感知教师支持 .578*** -.721***  -.498***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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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VIF 

变项 学业自我效能感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Beta Beta Beta Beta  

中介变项 

学业自我效能感   -.667*** -.386*** 1.762 

F 值 104.176*** 112.288*** 90.464*** 125.897***  

R2 .432 .451 .398 .536  

Adj R2 .428 .477 .394 .531  

注1：*p<0.05  **p<0.01  ***p<0.001 
注2：把“男生”、“大三”作为参照组 

 

5、 结果与讨论 
 

5.1、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现状 

 

    本研究中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

及整体现状均处在中等偏上水平，大多数的高职护生表示具较好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且大部分高职护生对教师支持的感知度较强，但仍有部分学生表示容易出现考试焦虑

的情况，由此可见，缓解考试焦虑的办法仍需加强。 

 

5.2、不同背景变量在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差异情况 

 

    通过研究发现，高职护理学生在感知教师支持的不同维度（自主支持、情感支

持、能力支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性别和年级之间表现明显。具体而

言，大一男生在教师支持感知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趋势。此外，不同性别和年级的护理

学生在考试焦虑方面也呈现显著差异。随着年级和课业量的增加，护理学生的考试焦

虑水平逐渐上升，可能与学业负担的增加有关。然而，在学业自我效能的各维度研究

中发现，大一护理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较高。这可能与适应期内的新奇感和兴奋、

对学科的好奇心以及学校和教师在这一阶段提供的积极支持有关。 

 

5.3、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本研究中结果分析可知，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

影响，且感知教师支持三个维度与考试焦虑均存在显著负向相关。本研究结果与邓振

鹏（2 0 2 3）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证实了感知教师支持越高，考试焦虑就越低。说明教

师在各方面提供的支持通过积极的反馈和鼓励，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学业自信心。有效

的沟通和个性化支持进一步帮助学生更好地准备考试，从而减轻考试压力和焦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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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5.4、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本研究中结果分析可知，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本研究结果与 Jia et al.(2023) 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证实了感知教师支

持越高，其学业自我效能感就越高。教师提供的情感支持、学业指导、积极反馈以及

激发学兴趣等方面的全面帮助，使得学生建立了对自己学业能力的信心，还激发了学

生对学科的兴趣和学习动机。通过建立积极的信任关系，教师的支持为学生创造了更

有利于积极学习认知和心理状态的环境，从而提高了学业自我效能感。 

 

5.5、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本研究中结果分析可知，福建省高职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本研究结果与唐娜（2022）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证实了学业自我效能感，考

试焦虑就越低。当学生强烈渴望实现特定目标的心理需求时，其自信水平显著提升，

对考试更为慎重，明确了个人目标，并愿意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在这种情境下，他

们将考试视为一个有望获得成功的挑战，故而较少出现考试焦虑。 

 

5.6、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中结果分析可知，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考试焦虑中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虽然此领域的研究较少，但这一点与 Mohammadi et al.(2015) 的研究结果

相类似。感知教师支持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与护生的考试焦虑水平紧密

相连。教师支持的感知对护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当护生感受到教师

在学业上的支持，包括积极的反馈、鼓励以及个性化的指导时，这种正向反馈更可能

培养出对自己学业能力的信心，使其更有信心应对考试挑战。 

 

5.7、未来建议 

 

    本研究探索中国福建省高职护生感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

状，以及不同背景变量下的差异情况和变项的相关关系的讨论，提出以下建议： 

    A：提升高职护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具体如下：鼓励学生自主制定学习目标和计

划，提供资源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建立支持性的师生关系，传递关怀与理解，创造温

暖学习氛围以提升情感支持；教师提供实质性学科指导，设计实践性学习活动，鼓励

学生参与相关比赛或活动，以增强学生在专业能力上的感知，有望使学生更为从容地

迎接考试焦虑。可设立定期的教师与学生会谈的时间，以促进更紧密师生交流，同时

也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业需求，并为学生提供更个性化的支持。 

    B：制定针对性的考试焦虑缓解策略，具体如下：识别不同学生群体的考试焦虑

特点。然后，设计基于相关疗法或心理教育进行个性化干预计划，以满足每个群体的

独特需求。此外，可设置定点心理咨询教室以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为未来的缓解

考试焦虑提供有力的指导。并通过校园活动、宣传栏、讲座等途径，普及心理健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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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鼓励高职护生关注并主动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C：提升高职护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具体如下：首先，学校可开展缓解考试焦

虑的心理健康讲座，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和掌握有的应对考试焦虑的方法。对于那些

面临考试焦虑的学生，提供积极的心理疏导；其次，学校可通过奖学金计划激发护生

对学术的浓厚兴趣提升学习的外在动机，同时通过奖励机制，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最后，学校可通过加强临床见习和实习课程、策划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增强高职护生的专业兴趣，引导护生以多维度方式认识所学专业，逐步发展其使命

感、责任感以及职业认同感，从而增强其学业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选择了福建四所医学类高职的在校大学生及实习生作为样本，选择的地区

和研究对象范围有限，因此研究样本存在一定局限性，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产生了一

定影响。未来的研究中考虑扩大样本范围，选择更多覆盖不同层次的高职院校，对感

知教师支持、考试焦虑和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以增强研究结果的代表

性，降低样本的局限性。 

    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法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无法收集到从学生心理到行为的

持续性研究数据。为提高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多种

研究方法，如访谈法、观察法或实验法等研究方法，以获取更为丰富和全面的数据。

以期充分发挥各种研究方法的优势，或许能够弥补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发现更多

影响高职护生考试焦虑的因素，为其提供更全面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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