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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本科护生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
在素质希望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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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究低年级本科护生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在其素质希望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２０１９年１月,

便利抽样法选取沈阳市某医科大学本科１~２年级１４６名护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专业态度问卷、职业成熟度

问卷、护生职业认同问卷及素质希望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低年级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感、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及素质

希望条目均分分别为(３．５１±０．５３)、(３．５２±０．４４)、(３．２４±０．３０)分及(２．８４±０．３０)分,其职业认同感与专业态度(r＝０３９４)、职
业成熟度(r＝０．２５０)及素质希望(r＝０．３６５)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１).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在素质希望与职业认同感间发

挥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３０．８０％.结论　护理教育者应积极培养低年级本科护生的素质希望

能力,端正其专业态度,提高其职业成熟度,进而提升其职业认同感,推动护理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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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mediatingeffectofprofessionalattitudeandcareermaturityofjuniornursingunderＧ
graduatesbetweendispositionalhopeandcareeridentity．Methods　Atotalof１４６nursingundergraduatesingrades１and２
ofamedicaluniversityinShenyangwereselectedastheresearchobjectsbytheconvenientsamplingmethodinJanuary
２０１９．Thegeneralinformationquestionnaire,professionalattitudequestionnaire,professionalmaturityquestionnaire,profesＧ
sionalidentityquestionnaire,anddispositionalhopequestionnairewereusedtoforasurvey．Results　Theaverage
scoresofprofessionalidentity,professionalattitude,professionalmaturity,anddispositionalhopeitemsof
nursingundergraduateswere(３．５１±０．５３),(３．５２±０．４４),(３．２４±０．３０),and(２．８４±０．３０)respectively．The
professionalidentityi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professionalattitude(r＝０．３９４),professionalmaturity
(r＝０．２５０),anddispositionalhope(r＝０．３６５)(allP＜０．０１)．Professionalattitudeandprofessionalmaturity
playanintermediaryroleandachainmediatingrolebetweendispositionalhopeandprofessionalidentity,

accountingfor３０．８０％．Conclusions　Nursingeducatorsshouldactivelycultivatethequalityhopeabilityof
juniornursingundergraduates,correcttheirprofessionalattitudeandimprovetheirprofessionalmaturity,toenＧ
hancetheirprofessionalidentityandpromote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nursingpersonneltraining．
【Keywords】　 nursingundergraduate;professionalidentity;professionalattitude;careermaturity;dispositionalhope

[MilNurs,２０２３,４０(０４):１０３Ｇ１０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Ｇ０８Ｇ１８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Ｇ０２Ｇ０９
【基金项目】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２０２０年研究项目
(２０２０MSA３９８);２０２１年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院级科研项
目(２０２１HLＧ０４);２０２２年中国医科大学“大创计划”基金项目
(S２０２２１０１５９０１４)
【作者简介】　吴欣莲,本科在读,电话:０２４Ｇ３１９３９５４６
【通信作者】　臧爽,电话:０２４Ｇ３１９３９５４６

　　护理工作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护士队伍是推动卫生医疗事业发展,实现“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的主力军[１].既往研究[２]表明,我国

本科护生从业意愿低,护理人力资源长期处于紧缺状

态;而职业认同感是影响本科护生从事护理行业的重

要变量之一,对维持护理行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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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３].职业认同感是指个体对职业角色的接受与承

认,并对所要从事职业的目的、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

形成的肯定评价[４].对于本科护生而言,职业认同感

是指对自己护理职业生涯进行规划,确认自己在当前

状态中所扮演的职业角色的过程,良好的职业认同感

是本科护生确定其职业生涯方向的起点与核心[５].
已有研究[６]表明,积极的专业态度可正向预测职业认

同感.专业态度作为个体对其从事专业的认知和情

感,是决定本科护生在护理行业行为倾向的一种心理

状态[７].积极的专业态度对提高本科护生的专业素

质,稳定和促进护理人才队伍的发展至关重要.职业

成熟度是个体面对未来职业决策问题时的准备程度,
可直接影响本科护生对未来将从事职业的选择态

度[８].既往研究[９]表明,职业成熟度与职业认同感呈

正相关.素质希望是一种基于内在成功感的积极动

机状态,是维持个体积极情绪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动力

之一[１０].良好的素质希望可以帮助个体端正专业态

度,克服专业发展中的困境,最终取得成功.低年级

本科护生初步踏入护理领域,正处于护理专业思维和

职业观念形成的关键起步期,有较好的可塑性.基于

此,本研究以低年级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分析本科

护生专业态度形成初期素质希望与职业认同的关系.
在假设其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在素质希望与职业

认同感中起链式中介效应的基础上,探讨各心理变量

间的关系.以期通过这些心理变量的协同分析和研

究,找出提升护理低年级本科生职业认同感的策略.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 究 对 象 　 使 用 横 断 面 研 究 公 式 n ＝
(Zα∗σ

δ
)２

１＋(Zα∗σ
δ

)２/N
计算样本量[１１],考虑５％的无效问卷

后,样本量至少为１４３.于２０１９年１月,便利抽

样法选取大学本科１~２年级１４６名护生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１)在读全日制本科护生;(２)
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次问卷填写.剔除标准:
(１)调查期间因病假、事假等原因不在校内;(２)
问卷填写有明显规律者.本研究已通过大学伦理

委员会审核(１２１０４０００２６).本研究共纳入低年

级护 理 本 科 生 １４６ 名,包括男１３名(８．９０％),女
１３３名(９１．１０％);本科一年级６２名(４２．４６％),本科

二年级８４名(５７５４％);城市户口８１名(５５．４８％),
农 村 户 口 ６５ 名 (４４．５２％);独 生 子 女 ８１ 名

(５５４８％),非独生子女６５名(４４．５２％);第一志愿

为护理 专 业 ９９ 名 (６７８１％),非 护 理 专 业 ４７ 名

(３２１９％);家 庭 人 均 月 收 入 ≤４０００ 元 ８６ 名

(５８９０％),≥４００１元６０名(４１．１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行编制的一般情况调

查表,内容包含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

女、第一志愿是否为护理专业、家庭人均月收入等.

１．２．１．２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　采用郝玉芳[１２]编制

的护生职业认同问卷.该问卷共１７个条目,包括职

业自我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社会比较与自我

反思、职业选择的自主性及社会说服,共５个维度.
各条目采用 Likert５级评分法,分别计为１~５分

(１分为很不符合,５分为非常符合),其中１２题为反

向计分;总分１７~８５分,得分越高,代表护生的职业

认同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８２１.

１．２．１．３　中文版护理专业学生专业态度量表　该量

表由Xiao等[１３]于２０１７年进行汉化应用.量表包含

科研贡献、伦理准则和理论、合作性、专业发展、社区

服务、继续教育能力、护理自主性７个维度,共２８个

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分别计为１~
５分,１分为完全不同意,５分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

表明护生 的 专 业 态 度 越 好.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４０.

１．２．１．４　 大 学 生 职 业 成 熟 度 量 表 　 采用张智勇

等[１４]修订的韩国版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已有研

究[９]将此量表应用于护生群体.该量表包含职业目

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参考、职业自主及亲友

信赖６个维度,共３４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５级

评分法,分别计为１~５分,１分为很不符合,５分为

非常符合,总分３４~１７０分;得分越高,代表护生的

职业成熟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α系

数为０．８４２.

１．２．１．５　成人素质希望量表　采用任俊等[１５]汉化

成人素质希望量表,已有研究将此量表应用于调查

大学生群体[１０].量表包含途径思维和意愿动力

２个维度,共１２条目.其中４个与“目标”相关的条

目用来转移填写者注意,不列入积分条目.量表采

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依次计分为１~５分,１分为很

不符合,５分为非常符合,总分为８~４０分.得分越

高,提示护生的素质希望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１１.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研究者于

课间休息期间到教室内发放纸质问卷.问卷采取匿名

填写,保护填写者隐私.经调查员统一向研究对象讲述

研究目的、用途以及问卷填写要求,征得研究对象同意

后发放问卷.问卷填写用时约为２０min,问卷填写完毕

后当场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７６份,剔除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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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和(或)漏选条目≥２０％的３０份问卷,最终回收有

效问卷１４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２．９５％.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６．０统计软件,使用

ShapiroＧWilk检验法对样本量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

本研究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部分采用x±s进行描

述.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对各变量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 Model６进行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样本量为５０００,９５％置

信区间),以P＜０．０５或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低年级护理本科生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职

业认同及素质希望的得分情况　低年级护理本科生

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职业认同及素质希望的得分

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低年级护理本科生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

职业认同及素质希望的得分情况(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专业态度　 ９８．３５±１２．５３ ３．５２±０．４４
职业成熟度 １１０．１４±９．６９ ３．２４±０．３０
职业认同感 ５９．６４±９．００ ３．５１±０．５３
素质希望　 ２２．６６±２．４０ ２．８４±０．３０

２．２　低年级本科护生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职业

认同及素质希望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

析得出,本 研 究 中 职 业 认 同 感 与 专 业 态 度 (r＝
０３９４)、职业成熟度(r＝０．２５０)及素质希望(r＝
０３６５)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１);专业态度与职业程

度(r＝０．２２４)及素质希望(r＝０．２５６)呈正相关(P＜
００５);职业程度与素质希望呈正相关(r＝０．１２８).

２．３　低年级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分析　本研究以素质希望为自变量,以职业认同感

为因变量,以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为中介变量建

立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素质希望对职业认同

感具有直接影响,专业态度和职业成熟度在素质希

望与职业认同感间起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见
表２、表３,链式中介模型见图１.

表２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１４６)

因变量 自变量 R R２ F b t

职业认同感 素质希望　 ０．３６５ ０．１３３ １２．０９２ ０．３６５ ４．７００c

专业态度　 素质希望　 ０．２６５ ０．０７０ １０．９０３ ０．２６５ ３．３０２c

职业成熟度 素质希望　 ０．２１２ ０．０４５ ３．３７７ ０．１７０ ０．６２５a

专业态度　 ０．０９０ １．０６１a

职业认同感 素质希望　 ０．５０３ ０．２５３ １６．０１３ ０．２５３ ３．３１０b

专业态度　 ０．３０６ ４．０４８c

职业成熟度 ０．１６０ ２．１５７a

　a:P＜０．０５;b:P＜０．０１;c:P＜０．００１

表３　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在素质希望

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检验

变　　量 效应值 s ９５％CI

总效应 ０．６４６ ０．１３７ ０．３７４~０．９１７
直接效应 ０．４４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８０~０．７１４
间接效应 ０．１９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９~０．３６２
素质希望→专业态度→职业认同感 ０．１４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１~０．２９９
素质希望→职业成熟度→职业认同感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０．１１６
素质希望→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０．０２９
职业认同感

图１　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在素质希望

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

３　讨论

３．１　低年级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感、专业态度、职业

成熟度及素质希望现状分析　本研究中低年级本科

护生的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与陈兴强

等[１６]研究结果一致.近年来,护理专业就业发展前

景较好[１７],薪资较高且工作较为稳定,很多学生认

同并愿意从事护理行业.本研究对象均为高考综合

改革后招收的大学生,护理学专业是大部分学生在

其平行志愿中主动填报的,因而,大部分学生在入学

初期的职业认同感较高.本研究中专业态度得分高

于条目总分的２/３,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可能与护

理院校日趋重视本科护生的专业态度培养有关.在

低年级学生入学初期开设护理专业介绍及临床工作

见习等课程,有助于加深其对护理专业的认知,因此

其专业态度较好.本研究中职业成熟度得分高于条

目总分的１/２但未及２/３,处于中等水平,略低于徐

超强等[１８]研究结果.护理学专业针对性和专业性

强,低年级本科护生普遍存在对护理专业技能掌握

不全,临床经验不足,自身专业能力较弱的情况[１９],
进而影响职业成熟度水平.素质希望得分处于中等

水平,明显低于陈灿锐等[２０]对于大学生的研究结

果.素质希望是帮助个体激发潜力,推动个体取得

成功的重要动力.低年级本科护生刚刚开始接触护

理行业,对自身潜力和未来在护理专业中的发展目

标的认知尚不清晰,因而常缺乏坚持从事护理行业

的动力.护理教育者应对此加以重视,基于国家

«“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夯实低年级学

生的专业基础,引导其形成良好的素质希望能力,坚
定专业态度,提升职业成熟度,提高职业认同感,推
动高质量人才的发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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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低年级本科护生专业态度与其职业成熟度、职

业认同以及素质希望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

示,低年级本科护生专业态度、职业成熟度及素质希

望与职业认同感均呈正相关.积极的专业态度可以

提升本科护生对本专业的满意度,对其职业认同感

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２２].同时,良好的职业成熟度

有利于本科护生依据自身情况及对护理专业的了解

程度选择未来将从事的专业方向,在护理工作中更

好地发挥专业能力,增强其职业认同感.此外,良好

的素质希望能力也可以帮助本科护生,缓解精神紧

张,采取积极的方式解决护理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

问题[２３],提高专业素质,提升其职业认同感.

３．３　低年级本科护生专业态度及职业成熟度在素

质希望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显

示,素质希望对职业认同感具有直接效应,效应占比

６９．２０％,说明素质希望是职业认同感的重要预测因

素.素质希望是基于内在成功感的积极动力,良好

的素质希望能够促进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积极进

取[２４].进而有助于低年级本科护生在专业学习中

不断取得成功,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同时,较高的素

质希望有助于学生激发自身潜力,在学习中主动思

考、积极解决问题和开展有计划的行动[２５],而这些

行为可使低年级本科护生形成良好的专业态度及护

理思维,提升其职业成熟度.专业态度和职业成熟

度在素质希望与职业认同感间具有中介效应,效应

分别占 ２２．２９％ 和 ７．４３％,并具有链式中介效应

(１０８％).分析其原因,积极的专业态度有助于护

理专业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的提升[２６],专业能力和职

业成熟度的提升可以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此

外,既往研究[２７]也指出,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纵向

监测和科学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建议护理教

育者应对低年级学生加以引导,可通过拉近低年级学

生与临床护理之间的距离,为学生提供较多的见习和

实习的机会,例如开展“临床护理早接触”课程等,促
使本科护生提前了解、熟悉临床工作,使学生拥有良

好的素质希望能力、积极的专业态度及职业成熟度,
进而提升对护理的职业认同感[２８],培养出优质的高质

量护理人才.

４　小结

低年级本科护生素质希望对其职业认同感具有

积极影响,其专业态度与职业成熟度在素质希望与

职业认同感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护

理教育者应关注并培养低年级本科护生的素质希望

能力,端正其专业态度,提高其职业成熟度,促进低

年级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感的提升,以推动护理人才

队伍建设及护理专业的稳定发展.本研究研究对象

仅为来自一所高校的一、二年级本科护生,样本覆盖

面较为局限,未来可扩大样本量及抽取来源以验证

结论的普遍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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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２１].根据修订版压力与应对理论模型,配偶面

对照顾患者带来的压力性事件而无法应对的情况

下,易出现睡眠、情绪和躯体的负性情绪症状[２２].
医护人员可在配偶无法应对照顾患者带来的压力性

事件时,通过认知评价和社会支持等干预降低其感

知压力[２２],防止其身心障碍进一步发展.
与C１组相比,初中文化程度的配偶归入 C３组

的概率大;与C１组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配

偶归入C２组的概率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配

偶照顾者能够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但能获得关于

照顾脑卒中患者的知识和技能较少,照顾患者时存

在较多难题,易产生心理和生理抑郁症状[４].这提

示医护人员应关注小学文化程度配偶的抑郁症状,
根据其需求给予相关的护理知识和技能.

４　小结

通过LCA发现,脑卒中患者配偶照顾者的抑郁症

状可分为睡眠障碍型、情绪Ｇ躯体抑郁型和抑郁低风险

型.医护人员应对不同文化程度、感知压力和照顾者获

益感的配偶实施针对性干预.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未
来研究可通过对脑卒中患者配偶照顾者进行多时点追

踪,进一步探究其抑郁症状潜在类别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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