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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护理实习生(以下简称护生)职业认同感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为护理管理者开展带教任务以及进一步培

养护理人才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３年１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的２０７名护生作为

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护生职业认同问卷(professionalidentityquestionnairefornursestudents,PIQNS)、工作投入量

表(jobengagementscale,JES)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护生PIQNS总分为(６２．５４±１１．７１)分、JES总分为(７２．０３±１０．６１)分,其

PIQN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JE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５).结论　护理管理者应把握护生身份转变的关

键时期,通过构建并实施个性化、高质量带教模式,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水平,促进护理人才队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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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tocarryoutinterns’teachingtasksandfurthercultivatenursingtalents．Methods　Theresear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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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ryAhospitalinShanghaifromDecember２０２２toJanuary２０２３usingconveniencesamplingmethod．R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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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yofnursingstudentsandthetotalscoreandeachdimensionofjobengagement(allP＜０．０５)．Conclu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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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认同感指个体对某职业的态度和看法,研
究[１]显示,职业认同感能够促进职业成功.职业认

同是个体的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完美的情感和

认知状态,在护理领域是一个普遍且重要的概念,不
仅影响着护理专业学生对护理工作的角色认知,也
影响着护理人员的留存率[２Ｇ３].研究[４]发现,较高的

职业认同感对护士的临床护理工作投入水平具有激

励作用.«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５]

指出,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仍需大批护理人才.护理实习生(以下简称护生)
作为未来护士的后备军,职业认同感及工作投入水

平直接影响到其未来的职业选择和临床工作质量.
本研究对护生职业认同感及工作投入的现状进行调

查并探讨其相关性,以期为提高临床带教质量,促进

护理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３年１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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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抽样法选取在上海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实习

的护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Kendall粗略估计的计

算方法,样本量至少是变量数的５~１０倍,本研究中

变量数为３５,考虑２０％的无效率,至少纳入样本量

为２１０例.纳入标准: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在该院

实习时长＞１个月.排除标准:调查期间因个人病

假、事假等原因不在院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问卷　调查者自行设计,包括性

别、年龄、学历、实习时长、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对护

理专业的喜爱程度、毕业后是否会从事护理工作等.

１．２．１．２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professionalidentity
questionnairefornursestudents,PIQNS)　该问卷

由郝玉芳[６]于２０１１年编制,用于测量护生职业认同

水平,包括５个维度共１７个条目,即职业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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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采用Likert５级评分

法,“很不符合”至“很符合”分别赋值１~５分,其中

条目１２采用反向计分,总分为１７~８５分,得分越高

说明护生职业认同水平越高.该问卷的 Cronbach’

sα系数为０．８２７.

１．２．１．３　工作投入量表(jobengagementscale,JES)

　该问卷由 Rich等[７]于２０１０年编制,赖怡等[８]于

２０１７年汉化应用,用于测量工作投入水平,包括３个

维度共１８个条目,即体能度(physicalengagement,

PE)、情感度(emotionalengagement,EE)和认知度

(cognitiveengagement,CE),每个维度６个条目.
量表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完全不同意”至“完全

同意”分别赋值１~５分,每个维度６~３０分,总分为

１８~９０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生工作投入水平越高.
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４９,各维度CronＧ
bach’sα系数为０．８８３~０．９００.

１．２．２　调查方法　该调查经护理部同意后采用问卷

星编制电子问卷.调查者利用护生定期进行线下培

训的时间,向接受调查的护生口头详细讲解本次调

查的目的和意义,取得护生的配合后向护生发送问

卷.采用二维码进行匿名调查,问卷设置统一指导

语,文字版解释本次调查的研究目的及注意事项.
所有问题均为必答题,如有漏填,页面予以提示,同
一微信账号只能作答１次.本次调查共发送问卷

２１５份,剔除所有答案均相同、答案前后矛盾或答题

时间＜１８０s的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２０７份,有
效回收率为９６．２８％.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６．０软件分析数

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

料使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

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护生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

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P＜０．０５或

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７名护生,年龄１８~２３岁,平均

(２０．６８±０．９１)岁;性别以女性为主,占８２．６１％;学历

以大专为主,占８１．６４％;实习时长以４~６个月为

主,占７３．４３％.见表１.

表１　护生一般资料[N＝２０７,n(％)]

项　　目 人数

　性别　男 ３６(１７．３９)

　　　　女 １７１(８２．６１)

　学历　大专 １６９(８１．６４)

　　　　本科 ３８(１８．３６)

　实习时长　１~３个月 ２(０．９７)

　　　　　　４~６个月 １５２(７３．４３)

　　　　　　７~９个月 ３７(１７．８７)

　　　　　　１０~１２个月 １６(７．７３)

２．２　护生PIQNS的得分情况　护生职业认同量表

总得分为(６２．５４±１１．７１)分,条目均分为(３．６８±
０６９)分,详见表２.

表２　护生PIQNS得分(n＝２０７,分,x±s)

项　　目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社会说服　　　　　 ２ ７．７１±１．８３ ３．８６±０．９２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 ３ １１．３３±２．２９ ３．７８±０．７６
职业选择的自主性　 ２ ６．５１±１．４１ ３．２６±０．７１
职业自我概念　　　 ６ ２２．５７±４．６２ ３．７６±０．７７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４ １４．４１±３．００ ３．６０±０．７５

２．３　护生PIQNS的单因素分析　个人兴趣选择护理

专业、毕业后选择从事护理工作以及喜爱护理专业是护

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均P＜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不同特征护生PIQNS得分比较(N＝２０７)

项　　目
人数

[n(％)]

得分

(x±s,分)
t/F P

学历 ０．９４４ ０．３４７
　大专 １６９(８１．６４)６２．９０±１１．５４
　本科 ３８(１８．３６)６０．９２±１２．４５
性别 －０．１０４ ０．９０７
　男 ３６(１７．３９)６２．３３±１３．５８
　女 １７１(８２．６１)６２．５８±１１．３２
实习时长(月) １．８３０ ０．１４３
　１~３ ２(０．９７)５８．００±１．４１
　４~６ １５２(７３．４３)６１．５１±１１．２５
　７~９ ３７(１７．８７)６５．３０±１３．７２
　１０~１２ １６(７．７３)６６．５６±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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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项　　目
人数

[n(％)]

得分

(x±s,分)
t/F P

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 ８．４７８ ＜０．００１
　发展前景 ６４(３０．９２) ６５．９１±１０．９４
　个人兴趣 ４２(２０．２９) ６８．１４±１１．６７
　家庭因素 ６２(２９．９５) ５７．９７±９．６３ab

　专业调剂 ３８(１８．３６) ５８．３２±１２．０８ab

　其他 １(０．４８) ５６．００
对护理专业的喜爱程度 ３５．５３２ ＜０．００１
　很喜欢 ３８(１８．３６) ７４．４２±９．６８
　喜欢 ７２(３４．７８) ６５．７５±８．３７a

　一般喜欢 ８９(４３．００) ５６．０２±８．８４ab

　不喜欢 ５(２．４２) ４３．８０±８．１４abc

　很不喜欢 ３(１．４５) ５９．６７±２２．３０ad

毕业后是否愿意从事 ３４．６５２ ＜０．００１
护理工作

　是 １５２(７３．４３) ６６．０７±１０．３１
　否 ２(０．９７) ４９．００±４．２４a

　不确定 ５３(２５．６０) ５２．９２±９．８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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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０．０５,与第４层比较

２．４　 护 生 JES 的 得 分 情 况 　 护 生 JES 总 分 为

(７２０３±１０．６１)分,条目均分为(４．００±０．５９)分,详
见表４.

表４　护生JES得分(n＝２０７,分,x±s)

项目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PE ６ ２３．８３±３．６０ ３．９７±０．６０
EE ６ ２３．４６±４．３０ ３．９１±０．７２
CE ６ ２４．７４±３．８３ ４．１２±０．６４

２．５　护生PIQNS与JES的相关性分析　护生职业

认同与工作投入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均

P＜０．０５),详见表５.

表５　护生PIQNS与JES的相关性分析(n＝２０７,r)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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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说服

PIQNS

总分

PE ０．４１８a ０．５３８a ０．３７６a ０．５１５a ０．５１３a ０．５５１a

EE ０．４６９a ０．５６２a ０．３４１a ０．７００a ０．６５６a ０．６６９a

CE ０．４３０a ０．５１８a ０．２５９a ０．５７１a ０．５３４a ０．５６２a

JES总分 ０．４８６a ０．５９７a ０．３５９a ０．６６４a ０．６３２a ０．６６０a

a:P＜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护 生 职 业 认 同 感 现 状 分 析 　本研究中护生

PIQNS得分为(６２．５４±１１．７１)分,处于中等水平,低
于新冠疫情期间张盼盼等[９]对河南省某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护生的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与护生在抗

击新冠肺炎期间付出的努力及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

赞誉,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职业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加深了护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坚信护士具有

较高的职业价值有关[９];但该结果高于陈逸雯等[１０]

对湖北省、四川省、陕西省９所护理专业院校护理学

生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该调查的对象中包含了

未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生,因在校导致职业认同的局

限性,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和

考验使其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产生担忧,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认同感.另外,PIQNS量表各

维度中,得分最高的为社会说服(３．８６±０．９２)分,其
中,“我想和护理领域的前辈交流”和“我喜欢了解在

护理领域取得成功的人的成长故事”２个条目占比

较高,说明护生在实习期间,对护理职业的认知主要

来源于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且护生自愿主动了解

护理行业.提示护理管理者应该重视榜样作用,选
拔任命高专业素养的临床护士为带教老师以及加强

护理领域优秀事迹的宣传,以增加护生对护理事业

的了解和热爱,从而提高其对护理职业的认同水

平[１１].而各维度得分最低的为职业选择的自主性

(３．２６±０．７１)分,说明自愿主动但不了解护理专业或

因院校调剂等原因进入护理专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护生的职业认同感[１２].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以通

过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开展职业规划有关的讲座及活

动,对护生进行有效的职业引导,树立护生积极的专

业态度与较高的职业成熟度,从而提高护生的职业

认同感[１３].

３．２　不同特征护生PIQNS得分的比较　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不同学历、性别、实习时长的护生PIQNS
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与以往

研究结果[１４]存在差异.分析原因,可能与研究对象

的抽取和调查时间的不同有关.由于护士在新冠病

毒感染爆发期间优秀的表现,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

认可,得到较高的社会、家人及朋友的支持,缓解了

护生因工作导致的消极情绪,增加了护生为护士职

业奋斗的信心[１５],从而减弱了学历、性别、实习时长

这些外在条件对护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另外,因
个人兴趣选择护理专业、毕业后选择从事护理工作、
喜欢护理专业是护生职业认同水平相对较高的影响

因素.这说明护理职业符合这部分护生的未来规

划,使其对护理职业充满信心并且愿意去了解护理

专业.在护生对护理专业有一定喜欢的基础上,使
其更愿意深入了解护理行业,即对护理专业的喜爱

程度越高,职业认同感也越高.因此,在临床护理实

习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立导师制[１６],在护生轮转的

每个科室均“一对一”分配一位经验丰富的带教老

师,要求护生跟师学习,学习内容可包括临床护理工

作、参加学术会议、参加护理查房、主任医生查房和

护生座谈会等.导师主要起着引导的作用,教授各

项理论知识和护理操作技能以培养护生对护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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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进而增加其职业认同感.同时,在护生临床

实习期间,可从患者及家属对护理人员的尊重和带

教老师的肯定中获得成就感,以激发护生对护理职

业的认同感[１７].

３．３　护生工作投入程度　结果显示,护生JES得分

为(７２．０３±１０．６１)分,处于中等水平,与低年资临床

护士工作投入水平相似[１８].刚步入临床实习的护

生,处于身份转变的起步阶段,书本理论知识和临床

实践的结合给护生带来挑战和新鲜感的同时,护生

也对工作充满热情和信心,工作积极性较高.３个

维度中,CE得分最高,为(２４．７４±３．８３)分,可能与护

生在实习前就接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慎独精神等

熏陶有关,使护生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研究[１９]

发现,高职业使命感可激发护士在护理工作中的自

主性和责任感,提升工作投入度.EE得分最低,为
(２３．４６±４．３０)分,分析原因,可能是护生进入临床

后,繁重的护理工作及晚夜翻班导致自身生物钟的

改变从而引起身心疲劳,或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受到

工作场所暴力[２０]而对自身产生质疑导致工作积极

性下降、情绪波动等负面情绪,进而引起护生工作投

入水平的降低.

３．４　护生 PIQNS与JES呈正相关　表５结果显

示,护生PIQN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JES总分及各

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５),说明护生职业

认同水平与工作投入度紧密相关,即职业认同水平

越高,工作投入度越高.周西等[４]研究结果显示,护
士的职业认同水平越高,其在工作中越能感受到职

业带来的收获和益处,促使其对工作产生更多的热

情和内在动力,进而提高工作投入水平.另外,因个

人兴趣选择护理专业、毕业后愿意从事护理工作、喜
爱护理专业是护生职业认同感的主要影响因素[１２].
提示护理管理者应把握护生在临床实习的关键时

期,通过制订新颖且具备趣味性的教学计划,实施因

材施教、个性化教学模式;开展职业规划有关的授

课,引导护生正确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强化职业价值

观教育,帮助护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创新带教

模式,帮助护生发掘临床工作中自身的优势,确立实

习期间各阶段目标,提高职业获益感,从而激发对工

作的热情,提高职业认同感,增加工作投入度[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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