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背　景：護理能力是護理品質的基礎，對病人的康復影響至鉅，護理人員的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可能影響

護理能力之表現。

目　的：本研究旨在探討某護理學系畢業生自覺之六大護理能力與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的相關性。

方　法：本研究為橫斷性調查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調查台灣東部某大學護理系大四學生自覺之護理能力，

有效樣本 31人。研究工具為護理系學生護理六大能力評值問卷及畢業學生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

結　果：研究對象六大護理能力的平均得分依序為：照顧能力 3.80、溝通能力 3.78、自我及專業成長能
力 3.77、教學能力 3.71、管理能力 3.56、研究能力 3.42，總護理能力 3.69。研究對象自覺最好
的能力為照顧能力，其次為溝通能力；自覺最差的為研究能力，其次為管理能力。考照總成績分

別與在校之產兒科成績 (r=0.38, p <.05)、精神科成績 (r=0.39，p <.05)有正相關，其他在校成績與

考照成績無相關。六大護理能力與考照成績無顯著相關、六大護理能力與在校成績的相關分析發

現，自覺照顧能力與內外科護理成績有顯著相關 (r=0.39, p <0.5)，且溝通能力及基護與護理行政

成績間呈現顯著相關 (r=0.37，p <0.5)；其他均無顯著相關。

結論／實務應用：研究結果可供學術界從事護理教育者在設計護理課程及教學法上之參考，亦可提供護理

行政上護理人員在職訓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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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大學護理教育目的在培養學生具備基本的護

理專業能力，以因應臨床環境的變化及挑戰，

為民眾提供高品質的護理 (Hudson, Sanders, & 

Pepper, 2013；Nielsen et al., 2013)。

護理能力是指護理人員在臨床照顧病人的專

業技能表現 (Hardiker, Hoy, & Casey, 2000)，而

在校成績、考照成績則分別是指學生在學校學習

的成效評值和參加專技高普考試所獲得的量化

分數。根據研究發現護理能力和年資、教育程

度、健康狀態、工作量、工作地位等有顯著相關

(Fraher et al., 2010；Guo, Hsu, & Lin, 2008)，

而較多文獻著重在探討護理人員護理能力與進階

的問題 (Forneris, 2012)，卻較少文獻提到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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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否與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有著相關性。故

本研究目的在根據應屆畢業生的在校成績及考照

成績，來探討其與學生自評之六大護理能力的相

關性。學生基本資料影響自覺護理能力，而護理

能力則可能和在校成績和考照成績有相關。研究

者期望經由本研究探討護理學系學生自評的護理

能力、在校期間成績及其最終考照成績的相關

性。藉由本研究可了解學生主觀自評之護理能力

與客觀評量之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之相關性與一

致性，以提供護理教育者在教學及課程設計之參

考，並為護理教育者提供實證性之科學數據應用

於護理教學，根據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查證綜合之

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一）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護理系學

生自覺之護理能力與在校成績、護理師考

照成績的相關性。

（二）研究假設：

1.學生的自覺護理能力與在校成績有相關。

2.學生的自覺護理能力與考照成績有相關。

3.學生的在校成績與考照成績有相關。

（三）文獻查證：

1.護理能力：能力（competency）係指個人工

作或執行活動時所表現之勝任程度，也是個

人在工作情境中統整其知識、技能、態度、

情感、經驗、價值觀及自我知覺能力後所展

現之成果，護理能力是指護理人員在臨床照

顧病人的專業技能表現，含有知識、技能及

態度三方面，護理核心能力通常包括照顧、

溝通、教學、管理、研究、自我專業成長能

力等 ( 陳，2010)。在校成績、考照成績則

分別是指學生在學校學習的成效評值和參加

專業技術人員考試所獲得的量化分數，本研

究為驗證二者之相關性，故在校成績是依循

考照成績之分類，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包含

基礎醫學、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內外科

護理學、產兒科護理學、精神與社區衛生護

理學等五科成績。

2.影響護理能力的因素：個人因素、學習因素、

工作與社會環境因素均影響護理能力，分述

如下 :

(1)個人因素：年齡、服務年資、婚姻狀況、子

女狀況等變項與護理能力有顯著相關 (陳、

歐、廖、曾，2012；Fraher et al., 2010)，護

理工作年資五年以上者其批判性思考能力顯

著較好 (Chang et al., 2011)。年齡越大、工

作年資越久，在行政與教學研究的護理能力

越佳 (陳、歐、廖、曾，2012)，因本研究

之樣本是護理系的應屆畢業生，故研究架構

中未納入上述變項。護生對護理的興趣、對

護理的重要性看法影響護生護理能力 (于、

馬，1993)。護生有明確的生涯規劃、想繼

續朝護理相關科系升學、畢業後最想至醫學

中心服務、已決定畢業後最想服務的單位、

曾參加校內活動，其自評護理心能力得分顯

著較高 (吳、謝、許，2013)。

(2)學習因素：學制或學歷是影響護生護理能力

之因素 (Chen et al., 2012)，碩士學位的臨床

護理師之批判性思考能力顯著較佳 (Chang 

et al., 2011)，跨文化自我效能亦較高的 (Kim, 

2013；Morolong & Chabeli, 2005)，因本研

究之樣本是護理系的應屆畢業生，故學歷均

相同。課堂討論及發言頻率較高、經常認真

完成作業與準備考試及在校成績較高的護理

學生，其自評護理能力得分顯著較高 (吳、

謝、許，2013)。

護生在校學習的成績包含基礎醫學、基本護

理學和護理行政、內外科護理學、產兒科護

理和精神與社區衛生護理學等五科，台灣護

理類科專門性技術考試亦以上述五科之成

績作為認證依據。

(3)工作與社會環境因素：實習醫院是否能提

供好的學習環境，學校教師的教學與臨床

配合程度與護理能力有關 (于、馬，1993; 

Cooper et al., 2011)。

護理人員

1.性別

2.年齡

3.入學管道

4.宗教信仰

5.親友從事醫護業

護理規劃

1.第一志願

2.對護理的興趣

3.生涯規劃

4.畢業後從事
護理工作

護理六大能力

照顧能力

溝通能力

教學能力

管理能力

研究能力

自我專業成長能力

在校成績

1.基礎醫學

2.基本護理學與
護理行政

3.內外科護理學

4.產兒科護理學

5.精神與社區
衛生護理學

考照成績

1.基礎醫學

2.基本護理學與
護理行政

3.內外科護理學

4.產兒科護理學

5.精神與社區
衛生護理學

圖一 . 影響護生自覺護理能力、學業及證照考試成績
之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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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　法

（一）研究對象、研究場所與時間：本研究之對

象為台灣東部某大學護理系四年級的學

生，採立意取樣（purpose sampling）方式

於 2005年 9月至 2006年 5月收集資料 31
份。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之測量工具為自擬之結

構式問卷（structure questionnaire）－「護

理系學生護理能力自評問卷」。本問卷係

參考徐等（2001）發展之『護理人員所需
具備的六大護理能力問卷』及專家諮詢意

見，加以修改而成。問卷之量尺以 Likert's 

Scale五分法表示，1分為無法做到，2分
為少部份做得到，3分為尚可做到，4分為
大部分能做到，5分為完全能做到。

（三）研究工具信效度：「護理系學生護理能力

自評問卷」，經專家效度及表面效度處

理，五位專家係護理教育學者或資深護理

實務工作者，其 CVI值為 0.8。護理能力
評量指標的信度採內在一致性，總護理能

力 Cronbach's alpha 0.98，另其在照顧能
力、溝通能力、教學能力、管理能力、

研究能力、自我及專業成長能力各構面

Cronbach's alpha 值 分 別 為 0.92、0.88、

0.94、0.94、0.90 及 0.94，故「護理系學
生護理能力」結構式問卷是一信效度俱佳

之測量工具。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40份，回
收有效問卷 31份，有效回收率 78％。

（四）倫理考量及資料分析：問卷施測採全班集

合填答，填答前由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

及填答方式為匿名，填答結果不暴露個人

隱私，不會對個人有任何影響。本研究

之資料以 SPSS for windows 15.0 建構及

經除錯後分析，描述性統計包括平均數、

標準差及百分比；推論性統計為 Pearson 

correlation。

三、結果與討論

(一） 基本資料：參與本研究對象共 31位，平
均年齡 22.58 歲；以 22 歲的 17 位居多
(54.84%)，其次為 23歲有 7位（22.58%）；

性別以女生 29位（93.55%）最多，男生 2
位（6.45%）；入學管道除一位為推甄外，

其餘 30位都為大學聯考（96.67%）；14位
同學沒有宗教信仰 (45.16%)，有宗教信仰的

以佛教（29.00%）及道教（25.81%）居多；

14位（45.16%）同學有親友從事醫護業；

8位 (25.81%)入學時以護理系為第一志願；

有 19位同學（61.29%）對護理有興趣，僅

有 1位同學（3.33%）對護理沒興趣；有 26
位同學（83.87%）對自己未來一年都有生

涯規劃；有 25位同學（83.87%）畢業後將

從事護理工作。

（二） 研究對象六大護理能力分別為照顧能力、溝

通能力、教學能力、管理能力、研究能力、

自我及專業成長能力。六個分量表的滿分均

為 5分，照顧能力分量表的平均得分 3.80
（標準差 0.64），照顧能力分量表有 17個
子題，得分最高者是生命徵象監測能力 4.13
分，得分最差者是緊急醫療照顧能力 3.39
分；溝通能力分量表的平均得分 3.78（標準
差 0.43），溝通能力分量表有 10個子題，
得分最高者是與同學分享實習經驗4.13分，
得分最差者是主持會議能力 3.16分；教學
能力分量表的平均得分3.71（標準差0.84），
教學能力分量表有 11個子題，得分最高者
是教導護理照顧方法及教導病人資源運用

3.84分，得分最差者是評值同儕報告成果之
能力 3.22分；管理能力分量表的平均得分

3.57（標準差 0.73），管理能力分量表有 10
個子題，得分最高者是安排護理措施優先序

3.97分，得分最差者是處理偶發或衝突事件
之能力 2.94分；研究能力分量表的平均得
分 3.42（標準差 0.43），研究能力分量表有

10個子題，得分最高者是檢索中西文護理
文獻 3.94分，得分最差者是正確評論護理
報告之能力 3.03分；自我及專業成長能力
分量表的平均得分 3.77（標準差 0.47），自
我及專業成長能力分量表有 10個子題，得
分最高者是遵行護理專業倫理規範4.13分，
得分最差者是書寫 N3個案報告之能力 3.29
分；總護理能力的平均得分 3.69（標準差

0.41）。研究對象自覺最好的能力為照顧能
力，其次為溝通能力，依序為自我及專業成

長能力、教學能力、管理能力，自覺最差的

能力為研究能力（見表一）。

（三） 研究對象在校五科成績依序分別為：精神

與社區護理學 79.80、基本護理學與行政

79.26、產兒科護理學 79.10、內外科護理
學 75.33、基礎醫學 72.66，總平均分數為

77.01。研究對象考照五科成績依序分別為：
基本護理學與行政 88.28、內外科護理學

69.44、精神與社區護理學 69.27、產兒科護
理學 66.29、基礎醫學 62.42，總平均分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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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考照成績除基本護理學與行政外各
科均較在校成績低，在校成績分布如表二。

（四）研究假設驗證：

1.學生的自覺護理能力與在校成績的相關性：

學生自評六大護理能力與在校成績多呈正相

關，其中又以學生自評照顧能力與內外科護

理學考照成績 (r=0.39，p<0.05)以及自評溝通

能力與基本護理學考照成績 (r=0.37，p<0.05)

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表三 )。

2.學生的自覺護理能力與考照成績的相關性：

表一、研究對象六大護理能力得分分布（N=31）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變項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序

一、照顧能力 3.80 0.64 1 四、管理能力 3.57 0.73 5
1. 能自我監測生命徵象 4.13 0.56 39. 安排護理措施優先順序 3.97 0.55
2. 評估身體健康問題 3.94 0.51 40. 有效控制報告時間 3.77 0.56
3. 評估心理健康問題 3.42 0.62 41. 執行成本控制 3.52 0.63
4. 評估社會健康問題 3.45 0.62 42. 應用領導統御技巧  3.48 0.68
5. 確認生理問題 3.77 0.56 43. 監控護理品質 3.81 0.60
6. 確認心理問題 3.42 0.67 44. 工作指導或協助 3.58 0.72
7. 確認社會問題 3.42 0.72 45. 協助別人完成工作 3.81 0.60
8. 擬定護理計劃 3.84 0.64 46. 藉用資源 3.61 0.62
9. 建立長短期治療目標 3.55 0.72 47. 處理偶發或衝突事件 2.94 0.68
10. 協助檢查和治療 3.87 0.56 48. 提昇滿意度 3.16 0.64
11. 執行個別化護理 3.74 0.63 五、研究能力 3.42 0.43 6
12. 執行醫囑 4.13 0.56 49. 了解護理研究發展 3.55 0.62
13. 使用醫療儀器 3.90 0.54 50. 發現護理問題 3.29 0.46
14. 綜合價值觀於護理實務 3.71 0.82 51. 參與研究資料的收集 3.35 0.80
15. 執行緊急醫療照顧措施 3.39 0.84 52. 會查詢中西文護理資料檢索 3.94 0.73
16. 提供親友或病患健康指導 3.74 0.58 53. 研讀相關文獻 3.84 0.78
17. 評值護理成效 3.81 0.65 54. 執行正確專案步驟 3.61 0.61
二、溝通能力 3.78 0.43 2 55. 正確專案分析資料 3.16 0.69
18. 能夠適時表達護理觀點 3.87 0.56 56. 提出護理研究草案報告 3.19 0.60
19. 提出病情報告 3.87 0.67 57. 正確評論護理報告 3.03 0.55
20. 能接受病人與關心病人 4.03 0.55 58. 選擇研究報告運用 3.23 0.62
21. 給予家屬心理支持 3.90 0.65 六、自我及專業成長能力 3.77 0.47 3
22. 促進病人參與治療計劃 3.77 0.56 59. 了解自我優缺點 3.90 0.62
23. 主持會議 3.16 0.78 60. 認清自我於醫療保健系統之角色 3.94 0.46
24.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4.03 0.60 61. 尋求自我學習的機會

以增進個人的成長

3.97 0.80
25. 與同學分享實習經驗 4.13 0.56 3.55 0.73
26. 醫療小組成員溝通 3.77 0.72 62. 參與醫院或學校志工 3.77 0.78
27. 提供聯繫與轉介之服務 3.23 0.67 63. 書寫 N3個案報告 3.29 0.62
三、教學能力 3.71 0.84 4 64. 書寫護理行政專案 3.74 0.69
28. 教導護理照顧方法 3.84 0.64 65. 願意從事護理工作 3.81 0.60
29. 適時給予護理指導 3.81 0.60 66. 積極協助護理發展 3.61 0.55
30. 病人的護理指導 3.58 0.62 67. 加入護理專業組織 3.97 0.80
31. 教導病人資源運用 3.84 0.64 68. 遵行護理專業倫理規範 4.13 0.62
32. 提供出院指導 3.61 0.67 

33. 執行團體護理指導 3.35 0.75 

34. 鼓勵病人參與照顧計劃 3.81 0.65 

35. 教導預防性健康措施 3.55 0.72 

36. 提供病患服務員臨床指導 3.58 0.67 

37. 主講團體報告成果 3.29 0.78 

38. 評值同儕報告成果 3.22 0.76 總護理能力 3.6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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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earson correlation統計分析結果，學生

自評六大護理能力與各科考照成績均呈正相

關，但均未達到統計顯著性，故未列表顯示。

3.學生的在校成績與考照成績有相關：學生各

科在校成績與專技高普考成績間均呈正相關，

其中又以產兒科護理學 (r=0.38)和精神與社

區護理學 (r=0.39)之在校成績與專技考照總

成績間分別達中度顯著相關 (p<0.05)(表四 )。

（五）討論：

六大護理能力量表，共有 68項能力，研究對
象得分最高的依序是生命徵象監測能力、與同學分

享實習經驗、遵行護理專業倫理規範等三項，均得

到 4.13分，得分次高者是安排護理措施優先序 3.97
分、檢索中西文護理文獻 3.94分、教導護理照顧
方法及教導病人資源運用 3.84分；得分最差者依
序是處理偶發或衝突事件之能力 2.94分、評論護
理報告之能力 3.03分、主持會議能力 3.16分、評
值同儕報告之能力 3.22分、書寫 N3個案報告之
能力 3.29分、緊急醫療照顧能力 3.39分，此顯示
未來在課程設計時應加重處理偶發、衝突或緊急事

件、書寫個案報告及評論他人報告、主持會議等方

面之能力，在授課時數一定的情況下可酌量縮減生

命徵象監測、同儕實習經驗分享、護理倫理、護理

措施優先序、文獻檢索、教學原理等課程時數，當

然也要注意個別差異。

研究對象內外科護理學在校成績是各科護

理學中最低的，僅略高於基礎醫學，究其因，

係內外科護理學最低分 39.75、最高分 87.50，組
距 47.75，導致標準差 10.30，其他各科之標準差

2.76-6.39，此可能是一位學生在校的內外科護理學
成績偏低影響了內外科護理學成績分佈，若將此成

績視為偏離值 (outlier)則可修正此現象，惟為了忠

於原數據並未修正此偏離值。

研究對象的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均是基礎醫學

表二、研究對象的在校成績分布（N=31）
變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排序

基礎醫學 72.66 6.39 63.82 89.88 5

基本護理學與
護理行政 79.26 3.08 72.62 86.31 2

內外科護理學 75.33 10.30 39.75 87.50 4

產兒科護理學 79.10 2.86 73.00 85.20 3

精神與社區
衛生護理學 79.80 2.76 73.50 86.00 1

總平均 77.01 4.11 67.70 86.33

表三、研究對象在校成績與六大護理能力之相關分析（N=31）

變項名稱
照顧能力 溝通能力 教學能力 管理能力 研究能力

自我專業
成長能力

總照護能力

r r r r r r r

基礎醫學 0.25 0.03 0.23 0.10 0.08 0.04 0.23

基本護理學與護理行政 0.27 0.37* 0.25 0.30 0.23 0.12 0.34

內外科護理學 0.39* 0.09 0.24 0.18 0.08 0.01 0.27

產兒科護理學 0.12 -0.07 0.09 0.19 0.08 0.03 0.19

精神與社區衛生護理學 0.13 0.04 0.13 0.21 0.07 0.09 0.21

總平均 0.26 0.06 0.25 0.17 0.15 0.07 0.28

*p<.05

表四、畢業生各科在校成績與專技高普考成績之相關性（N=31）

基礎醫學
基本護理學
與護理行政

內外科護理學 產兒科護理學
精神與社區
護理學

總成績

r r r r r r

基礎醫學 0.14 0.16 0.12 0.28 0.34 0.16
基本護理與護理行政 0.04 0.31 0.20 0.29 0.00 0.10
內外科護理學 0.05 0.28 0.13 0.25 0.31 0.12
產兒科護理學 0.11 0.00 0.29 0.23 0.10 0.18
精神與社區護理學 0.19 0.23 0.28 0.15 0.29 0.23
總成績 0.23 0.32 0.29 0.38* 0.39* 0.29
*p<.05

在校成績

考照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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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差，與吳等 (2013)、陳玉枝 (2010)之研究結果

一致，基礎醫學是各科護理學的基礎，亦是未來護

理系課程修正應強化之重心，基礎醫學是大一的課

程，大四時易產生記憶偏差 (recall bias)，在大四課

程需加入基礎醫學複習課。研究對象的精神與社區

護理學、基本護理學與行政、產兒科護理學在校成

績均高於內外科護理學，可能學生覺得內外科護理

學難度較高或較喜愛精神與社區及產兒科護理，亦

可能教師的教學方法不同、考試方式、給分標準不

同所導致，需有進一步的研究來確認。

但由研究對象的考照成績發現內外科護理學分

數高於其他各科護理學，此種在校成績及考照成績

間的不一致，應係內外科護理學有一位學生的成績

為偏離值 (outlier)所造成，未來的研究可將偏離值

刪除，方可觀察到較寫實之變項關係。護理系學生

其自評的護理能力應來自於護理系的課程，在校成

績係學生接受護理系課程的客觀評量，二者係分別

由主觀與客觀層面評量護理系課程的教學成效，

理論上應具有相關性；考照成績理論上亦應與在

校成績有相關性，惜本研究未能觀察到此結果，

究其原因可能樣本數太少，影響統計檢力 (statistic 

power)，及單變項的統計分析有見樹不見林之憾或

偏離值未刪除致統計失真。

吳等 (2013)之研究發現，在校成績較高的護

理學生，其自評護理能力得分顯著較高，但本研究

僅觀察到內外科護理學與照顧能力、基護與溝通能

力之正相關。

Cooper（2011）及于 (1993)之研究均發現，

實習醫院是否能提供好的學習環境，學校教師的教

學與臨床配合程度與護理能力有關，惜本研究未考

慮此等變項，是未來研究可改善之處。

藉由本研究結果提醒研究者，需先釐清護理能

力、在校成績、考照成績的影響因素，在控制住此

影響因素之後來觀察三者之關聯性方有意義，故有

必要建立多變項的分析模式，方能窺其全貌。

四、結　論

護理系畢業生畢業前的六大能力，包含照護、

溝通、教學、管理、研究、自我成長分別為 3.80，

3.78，3.71，3.57、3.42，3.77，總護理能力為 3.69，
標準差為 0.41，介於尚可做到與大部份做到之間。

於本研究中未觀察到學生的自覺護理能力與考

照成績有相關性，產兒科以及精神與社區護理學之

在校成績與專技高普考照成績有相關性，學生自評

照顧能力及溝通能力分別與在校成績之內外科護理

學及基本護理學 (含護理行政 )有相關性。

五、建　議

學生的六大護理能力平均為 3.69，其中以
研究能力及行政能力較差，在教學上有改進的空

間，可提供老師參考。六大能力與考照成績無顯

著相關，可能是樣本太少或可能是與實習成績有

關，未來研究可著重在實習成績與六大能力、考

照成績之相關性研究並擴大樣本數，並以複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模型進行統計分析。

六、限　制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樣本對母群體代表性有

待審視，可能較無外推效度，另外，本研究未對

護生之基本資料、自覺護理能力、在校成績及考

照成績的前置影響因素分別作統計考驗，故本研

究未能回答基本資料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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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Nursing competencies affect patient health and recovering from disease. Nurses' scores in school 

and their grades to pass the nursing license examination may have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nursing competence.

Purpos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six nursing competencies, 

their scores in school and their grades to pass the nursing license examin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design of this study wa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research with the purposive sampling.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the four-year under-graduated nursing students in an eastern university. Thirty-on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Data were collected by the structured nursing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students' scores in school of 

nursing and their grades of passing the nursing license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students' six nursing competencies in order: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3.80, 

communication ability 3.78, the ability to self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3.77, teaching ability3.71, management ability 

3.56, research ability 3.42, with a total nursing competencies 3.69. Subjects perceived ability to care for the best 

nursing competencies, followed by communication ability; ability to consciously worst of research ability, followed 

by management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 to pass the nursing license examin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udents' scores in Obstetrics and Pediatrics Nursing and in Psychiatric and Community Nursing 

(r=0.38, r=0.39, respectively; p<.05).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aring ability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edical-Surgery nursing score in school (r = 0.39, p< 0.05). Moreo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basic nursing score in school (r=0.39, p <0.5; r=0.37, p<0.5).

Conclusions/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uld further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nursing 

education to improve nursing curricula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nurse preparation. It may also be a guideline for 

nursing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in on-the-job training and orientation programs for nursing staff.

Keywords: Baccalaureate-nursing student, Nursing competence, Students' university scores, Nursing License 

Examination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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