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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调查分析医院护士工作重塑行为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促进临床护理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新疆地区５所三级甲等医院的３５２５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护士工作重塑量表、护士调节焦点量表、

护士授权型领导量表、护士工作绩效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工作重塑量表总得分为(８８．４６±１４．３６)分,多元线性回

归结果显示,民族、就业初衷、调节焦点、授权型领导、工作绩效是护士工作重塑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０．０１).结论　新疆地

区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重塑处于中上等水平,影响因素较多,护理管理者应关注个体调节焦点、组织领导、绩效奖励等对护

士工作重塑行为的影响,提高护士工作积极性,进而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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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密歇根大学商业管理和心理学名誉教

授简达顿和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艾米弗泽斯涅

夫斯基提出工作重塑的概念[１].他们将其定义为一

种员工自己为了面对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而采取

的一种积极行为,以更好地满足个人发展需求,其中

任务重塑及关系重塑指员工在工作中的改变行为,
认知重塑指的是员工对工作的重新认知.Baghdadi
等[２]研究发现,工作重塑处于较高水平的护士更具

创造力,对护士工作主动性及创造性具有正向影响.
有研究[３Ｇ５]显示,个体调节焦点、组织领导授权、工作

绩效与护士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关.尚未发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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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焦点、授权型领导和工作绩效对护士工作重塑的

影响研究.本研究在护士工作重塑的基础上加入调

节焦点、授权型领导、工作绩效因素,深入分析护士

工作重塑的影响等因素,以期为护理管理者改进护

理管理模式,提高护士工作重塑行为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１－５月,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新疆地区三地５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护士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执业护士;知情同意并自愿参

与.排除标准:护士长;规培、进修、实习护士.根据

Kendall粗略估计的计算方法,样本量为自变量的５~
２０倍,本研究选取变量数目的２０倍,本研究共９７个

条目,考虑２０％的无效样本,样本量至少为２３３８份.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护龄、职称、学历、科室、就业

初衷.(２)护士工作重塑量表(nursejobcrafting
scale,NJCS).由 Dvora等[１]编制,祝诗晓等[６]汉

化,用于测量护士工作重塑水平.量表包括３个维

度,共２１个条目,采用Likert５级评分,从“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赋为１~５分,总分为２１~１０５分,分
数越高表示工作重塑行为越多.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７２.(３)护士调节焦点

量表 (nurseregulatoryfocusscale,NRFQ).依据

中文调节焦点量表(由 Wallace等[７]编制,李书颖

等[８]汉化)修订并验证,用于测量不同调节焦点护士

工作行为的差异.量表包括促进型焦点、防御型焦

点２个维度,共１２个条目,采用Likert５级评分,从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为１~５分,量表总分为

１２~６０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

为０．９６２.(４)护士授权型领导量表(nurseempoweＧ
ringleadershipscale,NELS).依据中文授权型领

导量表(由 Ahearne等[９]编制,魏华飞等[１０]汉化)修
订并验证,用于测量护士对领导者授权的感知水平.
量表包括４个维度,共１２个条目,采用 Likert５级

评分,从“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为１~５分,量表

总分为１２~６０分,分数越高表示领导授权行为越

多.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０９８２.(５)护士工作绩效量表(nursejobperformＧ
ancescale,NJPS).由Schwirian等[１１]编制,杨晓莉

等[１２]汉化,用于测量护士工作绩效水平.量表包括

６个维度,共５２个条目,采用likert４级评分法,从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为１~４分,总分为５２~
２０８分,分数越高表明护士工作绩效水平越高.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９２.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先后取得５所医院主管部门

同意,由各科室护士长组织,发放并设置统一指导

语.问卷题目设为必答,同一IP限填１次.由两人

对问卷进行核对,答题时间３min内的问卷给予剔

除.本研究共发放问卷３７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５２５
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０％.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５．０统计软件,计
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

两两比较采用LSD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

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

P＜０．０５或P＜０．０１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新疆地区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重塑得分　
护士工作重塑得分为(８８．４６±１４．３６)分,条目均分

(４．２１±０．６８)分.详见表１.

表１　护士工作重塑、调节焦点、
授权型领导和工作绩效的得分情况(x±s,分)

项目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工作重塑 ２１ ８８．４６±１４．３６ ４．２１±０．６８
　认知重塑 ７ ２７．９７±６．２０ ４．００±０．８９
　关系重塑 ７ ３０．１６±４．８０ ４．３６±０．７９
　任务重塑 ７ ３０．３３±４．６８ ４．３３±０．６７
调节焦点 １２ ５４．３３±６．４７ ４．５３±０．５４
　促进型焦点 ６ ２６．９１±３．５２ ４．４８±０．５９
　防御型焦点 ６ ２７．４２±３．２８ ４．５７±０．５５
授权型领导 １２ ５２．４５±９．１８ ４．３７±０．７６
　提高工作意义 ３ １３．１８±２．３２ ４．３９±０．７７
　鼓励下属参与决策 ３ １３．０９±２．３７ ４．３６±０．７９
　表达高绩效的自信 ３ １３．１７±２．３９ ４．３９±０．８０
　鼓励自主解决问题 ３ １３．００±２．４６ ４．３３±０．８２
工作绩效 ５２ １６７．９５±２８．２３ ３．２３±０．５４
　领导能力 ５ １５．７１±３．００ ３．１４±０．６０
　教学合作能力 １１ ３４．９２±６．３８ ３．１７±０．５８
　重症护理能力 ７ ２２．９９±３．８６ ３．２８±０．５５
　计划评价能力 ７ ２２．７２±４．０３ ３．２５±０．５８
　沟通合作能力 １２ ３８．７９±６．９２ ３．２３±０．５８
　专业发展能力 １０ ３２．８１±５．６６ ３．２８±０．５７

２．２　新疆地区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重塑的单因

素分析　３５２５名护士,男１７３名(５．００％)、女３３５２
名(９５．００％);学历:中专４３名(１．２０％)、大专９７４名

(２７．６０％)、本科２４７３名(７０．２０％)、硕士及以上３５
名(１．００％).不同性别、学历与护士工作重塑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的

项目及比较见表２.

２．３　护士工作重塑与调节焦点、授权型领导、工作绩效

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护士工作重

塑得分与调节焦点得分呈正相关(r＝０．５３４,P＜０．０５),
与授权型领导得分呈正相关(r＝０．６２３,P＜０．０５),与工

作绩效得分呈正相关(r＝０．５２２,P＜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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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特征护士工作重塑的单因素分析(N＝３５２５)

项　　目
人数

[n(％)]

工作重塑得分

(分,x±s)
t/F P

年龄(岁) ５．７９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２５ ４６１(１３．０８) ８９．８８±１３．５２
　２６~３５ ２０２１(５７．３３) ８８．１２±１４．３７
　３６~４５ ７４４(２１．１１) ８９．４５±１４．６０
　４６~５５ ２９９(８．４８) ８６．０９±１４．５７ac

护龄(t/a) ５．９０５ ＜０．００１
　≤２ ３６４(１０．３３) ９０．８７６±１３．０１
　３~５ ４４４(１２．６０) ８７．３３±１４．６１a

　６~１０ １０３４(２９．３３) ８７．７０±１４．４０a

　１１~２０ １１９４(３３．８７) ８９．３０±１４．３１
　＞２０ ４８９(１３．８７) ８７．２４±１４．８２a

民族 ６．６７７ ＜０．００１
　汉族 ２８９６(８２．１６) ８７．９８±１４．４３
　维吾尔族 ３１８(９．０２) ９１．１２±１４．００
　回族 ２２３(６．３３) ８９．５７±１４．３３
　其他 ８８(２．５０) ９１．７０±１１．７３
科室 ３．５１６ ＜０．００１
　内科 １１９７(３３．９６) ８７．９９±１４．５２
　外科 １０２９(２９．２０) ８９．６７±１４．４４
　妇产科 ３３０(９．３６) ９１．０３±１２．６３a

　急诊科 ２５３(７．１８) ８７．１１±１３．５１c

　ICU ２４８(７．０３) ８７．５７±１３．６１c

　手术室 １４３(４．０５) ８７．７８±１５．４８c

　其他 ３２５(９．２２) ８９．２３±１３．６９
职称 ２．９８５ ＜０．００１
　护士 ８５５(２４．２６) ８９．７１±１４．１４
　护师 １６４５(４６．６６) ８７．８７±１４．３８
　主管护师 ９３２(２６．４４) ８８．１４±１４．５６
　副主任护师 ８６(２．４４) ９０．３８±１３．４６bc

　主任护师 ７(０．２０) ９２．８６±１０．８９abc

就业初衷 ９１．４０２ ＜０．００１
　热爱护理 １２１２(３４．３８) ９２．７３±１３．２５
　父母意愿 １０７２(３０．４１) ８７．２６±１３．９７a

　生存需要 １２４１(３５．２１) ８５．３２±１４．７３ab

a:P＜０．０５,与第１层比较;b:P＜０．０５,与第２层比较;c:P＜０．０５,与

第３层比较

２．４　新疆地区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重塑的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　以护士工作重塑得分为因变量,以
年龄、护龄等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设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民族(维吾尔

族)、就业初衷(热爱护理专业)、调节焦点、授权型

导、工作绩效是影响护士工作重塑的主要因素(均

P＜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护士工作重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３５２５)

变量 b Sb b’ t P
常量 ６．００８ １．６０３ － ３．７４７ ＜０．００１
民族(维吾尔族) ２．０８３ ０．６１６ ０．０４２ ３．３７９ ＜０．００１
就业初衷(热爱) －０．５９６ ０．２１９ －０．０３５ －２．７２７ ＜０．００１
调节焦点 ０．８３８ ０．０３５ ０．３７８ ２３．７１３ ＜０．００１
授权型领导 ０．３５２ ０．０２３ ０．２２５ １５．０３３ ＜０．００１
工作绩效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２２８ １５．５５８ ＜０．００１

　注:R２＝０．６４８５,调整后的R２＝０．４８３,P＝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新疆地区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重塑现状分

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重塑总分为(４．２１±
０．６８)分,总体水平高于李敏丽等[１３]的调查结果

[(３２７±０．４４)分].分析原因:本研究中护士在就

业初衷选择上,因热爱护理选择护理工作的人数较

多,能够保持对工作和科研的热情,具有较高的工作

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助推自身重塑工作.量表各

维度得分中认知重塑得分最低,说明护士不易改变

工作任务的认知界限,可能与国内医院护士对工作

重塑领域的知识了解较少,不利于护士主动打破对

护理工作的固有认知.因此,医院应重视对护士工

作重塑意识的培养,使护士进一步理解个人的主动

性在工作重塑中的重要性.关系重塑得分稍高于任

务重塑,表明护士愿意主动调节人际关系,可能原因

是良好的护患关系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治疗护理的依

从性,提高护理服务满意度.任务重塑得分最高,说
明护士愿意改变工作任务的实际界限,包括数量、种
类等,可能原因是社会和专业发展等要求护士不断

提高学习和创新能力等以适应医疗事业的快速发

展,满足患者优质护理服务需求.因此,护理管理者

应营造有利于护士工作重塑的工作环境,结合护士

能力进行针对性培训督导,提高护士工作重塑能力.

３．２　新疆地区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工作重塑的主要影响因素

３．２．１　人口学因素对护士工作重塑的影响　表２结

果显示,维吾尔族的护士工作重塑得分最高(９１．１２±
１４．００).可能原因是新疆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
维吾尔族是新疆土著民族,喜欢集体活动,能歌善舞

且注重人际关系;此外,虽然汉语已经普及,但少数民

族特别是维吾尔族患者和少数民族护士民族文化较

一致,更易形成亲和力,影响护士的工作获得感及满

意度[１４].在就业初衷的选择上,因热爱护理而选择护

理专业的护士,工作重塑得分最高.有研究[１５]发现,
对专业的热爱也会激发工作热情,进而影响其工作重

塑行为.而根据父母意愿和生存需要选择护理专业

的护士可能对工作价值感知较低,影响其工作态度及

行为.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注重加强各民族护士之间

的相互交流,激发和维持护士热爱护理的信念,营造

良好的组织氛围提升其工作价值感,优势互补促进护

士间的相互学习与合作,既能提高患者对护士工作的

认可,也能充分体现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服务理念,为
民族团结一家亲献出微薄之力.

３．２．２　调节焦点对护士工作重塑的影响　调节焦点

是指个体实现工作目标的特定方式与倾向性,关注

个体行为的内在动机倾向是积极趋近还是消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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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调节焦点能够正向影响护

士工作重塑,即护士的个体调节倾向会影响护士重

塑工作的方式.依据调节焦点理论,促进型调节焦

点的个体追求成就与发展,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个体

追求安全与谨慎,本研究中防御型焦点维度得分高

于促进型焦点维度,说明护士在工作中防御型焦点

占据主导地位,可能原因是护理工作本质上要求护

士防止错误而不是冒险有关,防御型焦点本质上和

护理工作是相匹配的.因此,护理管理者应鼓励护

士创新工作模式,适当刺激和引导护士调节焦点倾

向,发挥其工作潜能和创造力,使护士个体能力发展

适应医院整体发展,进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３．２．３　授权型领导对护士工作重塑的影响　授权型

领导是指领导者将自己的某些职权授予下属,使其

在领导监督下有一定的自主权、行动权.本研究结

果显示,授权型领导可以正向影响护士工作重塑,说
明护士感知的领导授权行为越多,其工作重塑水平

越高,与祝诗晓等[６]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原因是

当护士在工作中享有自主权时,其对工作及周边环

境的控制感随之增强,鼓励其积极主动改变工作范

围或向更有价值的方向前进.其次本研究中护士均

来自三级甲等医院,且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

７１２％,医院护士学历较高,理论基础扎实,实践操

作技能较强,护士期望不断提高专业能力以增强自

身竞争力,以适应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
护理管理者应适度授权,使护士拥有更多自主权,护
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科室管理活动中,调动其

工作积极性,既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又能密切上下

级关系,营造和谐工作氛围,稳定护理人才队伍.

３．２．４　工作绩效对护士工作重塑的影响　护士工作

绩效是指与护理工作有关的行为表现及其结果[１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绩效能够正向影响护士工作

重塑,即提高工作绩效水平,护士工作重塑水平也随

之提高.可能原因是护士工作绩效的正确评价,能
够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调动护士工作积极性,进而

鼓励护士重塑对工作的方式、关系及认知;其次,本
研究中工作时间５年以上的护士占比达８９．６７％,随
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护士专业技术水平和层级不断

提高,工作绩效也随之增加,而高水平的工作绩效对

护士工作满意度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护理

管理者应关注和提高护士的工作绩效水平,调动一

切有效的激励因素,建立合理的内在和外在激励反

馈机制,使其拥有更加积极的工作动机和态度,确保

护理质量持续改进,实现有效、长效管理.

４　小结

本研究中,护士工作重塑处于中上等水平,民

族、就业初衷、调节焦点、授权型领导、工作绩效是主

要影响因素,提示护理管理者应从管理者和护士的

不同视角综合考量制定改善护士工作重塑的有效策

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缺少因果关系的纵向

研究,其次,本研究仅探讨了护士工作重塑的部分影

响因素,今后可加入质性研究及影响路径研究,且仅

调查了新疆地区５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护士,下
一步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取样范围,扩展医院层级,
验证分析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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