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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三级甲等医院护理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

法　２０２３年４－６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湖南省３所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２４７名为研究对象,采用职业生涯成

功量表(careersuccessscale,CSS)、个人职业生涯规划量表(individualcareermanagement,ICM)、职业召唤量表(callingscaleＧ１２,CSＧ
１２)等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CSS、ICM、CSＧ１２总分分别为(３６．９２±８．８７)分、(４０．０５±７．７４)分、(４１．７０±
１０．０９)分,不同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月收入满意度、平均每月夜班数、是否有进修经历、每年平均发表论文数、是否曾

参加过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临床工作护理研究生,其CSS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CSS总分与CSＧ１２总分和ICM
总分均呈正相关(r＝０．６４４,r＝０．７１２,均P＜０．０１).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召唤、工作年限是护理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感

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０．０５).结论　三级甲等医院护理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感处于中等水平.护理管理者可从加强职

业规划培训、提升职业召唤水平和提供更多的发展与晋升机会等方面,提升其职业成功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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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职业成功感是指在护理工作中获取的积极

心理体验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工作成就感,它在稳

定护理人才队伍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１].职业规划是指个人为实现职业发展目标而

设定的时间、方向和行动计划.明确的职业规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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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减少就业焦虑,提高职业竞争力[２].职业召唤

是指个体对某个领域强烈的激情,可对个体工作态

度和行为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３].随着我国研究

生扩招政策的实施,护理研究生毕业人数逐渐增加,
越来越多的优秀护理人才将进入临床工作.三级甲

等医院临床工作具有高要求、高强度、高风险的特

点,而研究生的职业期望普遍较高,其渴望拥有良好

的职业环境和发展机会.若进入临床工作后无法获

取积极心理体验,可导致情感耗竭,甚至产生离职倾

向.而护理人才的流失也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和

效率[４].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三级甲等医院护理

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感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护

理管理者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３年４－６月,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取湖南省３所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

生２４７名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最初专业选择

为护理专业,最高学历为硕士或博士;(２)获取最高

学历后在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岗位工作且已满１年;
(３)知情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实习、规培或进

修护士;近１年内连续休假≥３个月.根据样本粗

略估计法,样本量需为变量数的５~１０倍[５].本研

究中变量总数为２４个,考虑可能存在２０％的无效样

本.故估计样本量应为１４４~２８８例,实际纳入２４７例.
本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２０２３Ｇ３７１).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
龄、家庭出生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婚姻状况、所在科

室、学历、工作年限、职称、聘用方式、月总收入、平均

每月夜班数、是否有进修经历、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数、是否曾有专利或基金项目、是否曾参加过职业生

涯规划课程等.

１．２．１．２　职业生涯成功量表(careersuccessscale,

CSS)　CSS用于评估员工职业生涯成功感知水平,
由Eby等[６]于２００３年编制,严圣阳等[７]于２００８年

汉化.该量表包括职业满意感(５个条目)、组织内

竞争力(３个条目)和组织外竞争力(３个条目)３个

维度.采用Likert５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
“非常同意”分别计１~５分,总分为１１~５５分,得分

越高表明受试者职业成功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５５.

１．２．１．３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量 表(individualcareer
management,ICM)　ICM用于测量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水平,由龙立荣等[８]于２００７年编制,徐艳[９]于２０１０年

改编用于护士群体.ICM 包含确立职业目标及策略

(４个条目)、继续学习(４个条目)、注重关系(３个条目)、
自我展示(３个条目)等４个维度.采用Likert４级评分

法,从“不符合”至“符合”分别计１~４分,总分为１４~
５６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职业生涯规划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４８.

１．２．１．４　职业召唤量表(callingscaleＧ１２,CSＧ１２)　
CSＧ１２用 于 测 量 员 工 职 业 召 唤 水 平,由 Dobrow
等[１０]于２０１１年编制,裴宇晶等[１１]于２０１５年汉化.
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含１２个条目,采用Likert５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计１~
５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职业召唤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４７.

１．２．２　资料收集　联系各医院研究生管理者并征求

同意后,向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发送问卷.本次

调查采用问卷星收集.问卷首页注明调查目的、意
义及填写注意事项,获取知情同意后由护理研究生

自愿扫描点击填写.问卷中所有条目设为必答题,
且每个IP地址仅能填写１次,完成所有问题后方可

匿名提交.本研究共发放２６０份问卷,剔除规律作

答以及填写时间＜２min的１３份无效问卷,最终纳

入２４７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５％.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２６．０软件进

行资料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

示,计数资料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使用t检验、单
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等统计方法.以P＜０．０５或P＜０．０１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CSS、ICM、CSＧ１２的得分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CSS、ICM、CSＧ１２总分分别为

(３６．９２±８．８７)分、(４０．０５±７．７４)分、(４１．７０±１０．０９)分,条
目均分分别为(３．３６±０．８１)分、(２．８６±０．５５)分、(３．４５±
０．８４)分.CSS和ICM各维度得分见表１.

表１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CSS、

ICM得分情况(n＝２４７,分,x±s)

量　　表 得　分 条目均分

CSS　职业满意度 １７．６１±４．１８ ３．５２±０．８４
　　　组织内竞争力 ９．４５±２．８６ ３．１５±０．９５
　　　组织外竞争力 ９．８６±２．８０ ３．２９±０．９３
ICM　确立职业目标及策略 １１．１３±２．７３ ２．７８±０．６８
　　　继续学习 １１．９９±２．３５ ２．９９±０．５９
　　　注重关系 ８．６６±１．８０ ２．８９±０．６０
　　　自我展示 ８．２７±２．０４ ２．７６±０．６８

２．２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 CSS条目均分的单因

素分析　不同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工作年限、月
收入满意度、平均每月夜班数、是否有进修经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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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发表论文数、是否曾参加过职业生涯规划课

程的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其CSS得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

CSS条目均分的单因素分析(N＝２４７,分,x±s)

项　　目
例数

[n (％)]
CSS

条目均分
t或F P

年龄(岁) ９．５２７ ０．００１
　＜２５ ６２(２５．１０) ３．５８±０．８８
　２５~３５ １５６(６３．１０) ３．１６±０．８５a

　３６~４５ ２６(１０．５０) ３．５９±０．９０b

　≥４６ ３(１．３０) ４．３３±０．５７b

性别 ３．０９１ ０．００２
　男 ３１(１２．６０) ３．７９±０．８０
　女 ２１６(８７．４０) ３．２６±０．８８a

学历 Ｇ２．４５０ ０．０１５
　硕士 ２４０(９７．２０) ３．３１±０．８８
　博士 ７(２．８０) ４．１４±０．８５a

职称 ７．２６０ ＜０．００１
　护士 ５８(２３．５０) ３．４５±０．８７
　护师 ７４(３０．００) ３．１７±０．９０a

　主管护师 ９９(４０．００) ３．２３±０．８３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１６(６．５０) ４．２１±０．７９abc

工作年限(t/a) ２．９７８ ０．０２０
　１~２ ９０(３６．４０) ３．４８±０．８５
　３~５ ５２(２１．００) ３．１０±０．７０a

　６~１０ ６８(２７．５０) ３．２９±０．７７
　１１~２０ ３２(１２．９０) ３．４８±０．８４b

　≥２１ ５(２．２０) ３．９８±０．７２bc

月收入满意度 ７．７５５ ０．００１
　满意 ７５(３０．４０) ３．６０±０．８３
　一般 １３１(５３．００) ３．２９±０．８４a

　不满意 ４１(１６．６０) ２．９５±１．０１ab

平均每月夜班数(个) ３．２２２ ０．０２３
　０ ６０(２４．３０) ３．４２±０．８８
　１~２ ４０(１６．２０) ３．６３±０．８４
　３~５ １０６(４２．９０) ３．１６±０．８８b

　６~８ ３０(１２．１０) ３．１５±０．９５b

　≥９ １１(４．５０) ３．８１±０．６０cd

进修经历 ２．６７９ ０．００８
　是 ６６(２６．７０) ３．５８±０．８５
　否 １８１(７３．３０) ３．２４±０．８９a

每年发表论文数(篇) １０．３００ ＜０．００１
　０ １００(４０．５０) ３．０３±０．９３
　１~２ １３７(５５．５０) ３．４８±０．７８a

　３~４ ６(２．４０) ４．３３±０．８１ab

　≥５ ４(１．６０) ４．２５±０．５０a

曾参加过职业生涯 ３．０３８ ０．００３
规划课程

　是 １３５(５４．７０) ３．４８±０．８４
　否 １１２(４５．３０) ３．１４±０．９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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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CSS总分与ICM、CSＧ１２
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CSS总分与CSＧ１２、ICM 总分均

呈正相关(r＝０．６４４,r＝０．７１２,均P＜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CSS总分

与CSＧ１２、ICM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n＝２４７,r)

项　目
CSS
总分

职业

满意度

组织内

竞争力

组织外

竞争力

CSＧ１２　总分 ０．６４４a ０．６７９a ０．６３a ０．４６８a

ICM
　总分 ０．７１２a ０．７０７a ０．６５８a ０．６２１a

　确定职业目标及策略 ０．６７７a ０．６９３a ０．６３９a ０．５８７a

　继续学习 ０．５９３a ０．６４９a ０．５１５a ０．５４５a

　注重关系 ０．６４２a ０．６１９a ０．６３７a ０．５６２a

　自我展示 ０．６６５a ０．６１９a ０．６３７a ０．５６２a

　　a:P 均＜０．０１

２．４　临床工作的工作护理研究生职业成功感影响

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

生CSS得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和相关性分析中

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个人

职业规划、职业召唤以及工作年限是护理研究生临床工

作职业成功感的影响因素(均P＜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护理研究生职业成功感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２４７)

变　量 b Sb b’ t P
常数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１ － ２．１１６ ０．０３５
ICM 总分 ０．７３９ ０．０７２ ０．５０８ １０．２８１ ＜０．００１
CSＧ１２总分 ０．３４２ ０．０４５ ０．３７８ ７．５１７ ＜０．００１
工作年限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７ －３．０６９ ０．００２

　　注:R２＝０．６０４,调整后R２＝０．６００,F＝１２３．７５０,P＜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三级甲等医院护理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

感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显示,临床工作的护理研

究生CSS总分为(３６．９２±８．８７)分,处于中等水平.

CSS中各维度评分中职业满意度相对较高,分析其

原因可能是在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工作中,护理研究

生可接触复杂的临床案例,学习新技术与新理念,锻
炼实践操作能力,激发科研灵感,提升创新思维,这
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其职业满意度[１２].组织内竞争

力与组织外竞争力维度得分偏低.分析原因可能为

受试者不仅需承担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多项任务,还
需要和普通护士共同承担临床工作,容易产生工作Ｇ
家庭角色冲突和情感耗竭等负面情绪[４].建议护理

管理者采用弹性排班制度,给予其适当的工作时间

自主权,降低工作负荷;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激励机

制,通过开展多项技能培训、护士多点执业等措施满

足护理研究生素质提升的需要,促使护理研究生向

专科护士或某领域专业人才发展.

３．２　三级甲等医院护理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

感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　本研究中,护理研究生

临床工作ICM 总分为(４０．０５±７．７４)分,处于中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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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平,高于刘柳等[１３]对西北地区２７０４名本科护

士的研究结果.分析其原因:相比本科生,护理研究

生在攻读硕士与博士期间,可获取更多的职业发展

培训、专科知识讲座、临床实习与出国交流的机会,
不断拓宽职业视野,明确自身职业目标,强化个人职

业生涯规划[１４].护理研究生ICM 总分与CSS总分

呈正相关(r＝０．７１２,P＜０．０１),说明明确的个人职

业生涯规划一定程度上能提高职业成功感.究其原

因,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护理研究生明确职业目标

和人生奋斗的方向,正确认识护理专业的发展前景,
激发工作与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自我效能感和职业

成功感[２].这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加强职业规划课程

培训,督促护理研究生制订长远与近期的护理职业

生涯目标,促使其有针对性地获取实用的知识和技

能,有效解决职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与困难.

３．２．２　职业召唤　本研究显示,护理研究生 CSＧ１２
总分为(４１．７０±１０．０９)分,处于中等水平,高于张申

洪等[１５]对三级甲等医院手术室护士的研究结果.
分析原因可能为护理研究生作为各个科室的骨干力

量,医院为其提供了学习平台与发展机会,促使其加

深了对护理职业的认识,对职业发展保持更加积极

的态度与行为,职业召唤水平相对较高.本研究中,

CSＧ１２总分与CSS总分呈正相关(r＝０．６４４,P＜０．０１).
分析其原因,职业召唤水平低的护士更容易产生情

感耗竭和离职倾向;职业召唤水平高的护理研究生

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工作成就感,表现出较强的工

作热情和动力,在临床工作中积极发挥自身才智,更
易获取 临 床 与 学 术 成 果,进 一 步 提 升 职 业 成 功

感[１６].这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开展职业召唤课程,加
强职业意义教育和正向引导,引领护理研究生树立

正向职业价值观,提升职业认同感.

３．２．３　工作年限　本研究显示,临床工作年限越高,
护理研究生的职业成功感越低.分析其原因可能

为,本研究对象为三级甲等医院临床护理研究生,由
于院内优秀人才较多,工作竞争压力较大,其职业期

望值普遍较高.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渴望得到更

好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未来期望向专科护士或者是

护理管理岗位发展[４].若护理研究生长期从事临床

工作,其职业发展现状无法达到自身心理预期,容易

产生挫败心理,从而影响职业成功感.这提示管理

者应关注高年资护理研究生的职业成功感水平,给
予支持与鼓励,及时舒缓负面心理;动态调整护理研

究生的职业发展培养方案,完善护士的分层级管理,
结合护理研究生的个性化特征和综合素质,尽可能

做到人职匹配;促进护理研究生明确自身目标并准

确定位自我价值,将个人目标与医院发展目标相结

合,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提升职业成功感.

４　小结

三级甲等医院护理研究生临床工作职业成功感

与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召唤水平呈正相关.护

理管理者应重视护理研究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促使其制订明确的职业规划,减少职业发展的盲目

性,促进个体职业良性发展;提升职业召唤水平,提
高护理研究生对职业神圣感和荣誉感的认知,促使

其保持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减少情感耗竭与职业倦

怠心理,进而提升职业成功感.本研究仅采用便利

抽样法选取湖南省长沙市３所三级甲等医院２４７名

临床工作的护理研究生为调查对象,调查结果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今后望能扩展至更大区域与人群中

进行调查,使结果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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