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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护理专业本科生实习期间提供和接受同伴支持中的体验.方法　２０２３年１－５月,采用目的抽样法对

２０名本科实习护生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了解其在提供和接受同伴支持中的体验,采用 Colaizzi７步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

并提炼主题.结果　共提炼３个主题及１１个亚主题:(１)同伴支持的内容多样,包括经验交流、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团结协

作、生活照顾;(２)同伴支持的益处,包括减轻不良情绪、促进彼此成长、增进同学情谊;(３)提升同伴支持的方法,包括自己选择

同伴、多交流多沟通,主动分担任务、积极培养感情;明确职责分工、营造良好氛围.结论　同伴是本科实习护生社会支持的

重要组成部分,应重视同伴支持在促进其角色转型和职业成长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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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专业本科实习生(以下简称实习护生)是我

国未来护理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临床实习是其完

成角色转变、提升操作技能、形成职业认同并提升综

合能力的重要阶段[１].实习护生在该阶段面临角色

转变、操作技能不熟练、沟通技能欠缺等多重压力

源,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２Ｇ３],容易引发转型冲击

或动摇职业信念[４].研究[５]指出,同伴间的关爱支

持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同伴支持是指具有相同经验或体验,并有相似人口

学特征如年龄、性别、生活环境、社会地位、文化背景

等的个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在一起分享信息、情
感、观念或行为技能[６Ｇ７].已有研究[８Ｇ９]证实,同伴支

持教育有助于缓解实习护生实习压力,提高临床适

应能力,但鲜少从实习护生的角度探究提供和接受

同伴支持的收获、感受及需求,以便进一步促进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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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有效开展.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深入了解护生实习期间同伴支持的切身感受,为最

大程度地发挥同伴支持的作用提供指导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２０２３年１－５
月在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实习的本科护生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１)全日制统招本科护理学专业,
处于实习期的学生;(２)实习时间≥５个月;(３)具有

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４)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５)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习.排除标准:因病假、事假等

超过１个月不在岗的护生.样本量以信息资料饱和

为准,即 资 料 分 析 过 程 中 没 有 新 的 主 题 出 现 为

止[１０].最终纳入２０名实习护生,均为女生,年龄

２２~２３岁,独生子女７名,少数民族３名.本研究获

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bc２０２４００３７).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制订访谈提纲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研

究方法,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拟定初步访谈提纲,再
由３名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参与护生临床教学≥５
年的资深临床护士讨论修订,预访谈２名实习护生,
根据预访谈结果调整完善访谈提纲,形成最终访谈

提纲,内容包括:(１)实习期间,你遇到过哪些方面的

挑战? (２)实习期间,你给予过同伴哪些方面的支

持/帮助? 感受如何? (３)实习期间,你会向同伴寻

求哪些支持/帮助? 感受如何? (４)你是怎样理解同

伴支持的? 评价一下你接受/给予的同伴支持的质

量? (５)你认为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同伴支持的质

量? (６)关于上述问题,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１．２．２　资料收集　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

收集资料.访谈地点为安静、私密的会议室,确保访

谈全程不被他人干扰.访谈前向受访者说明本研究

的目的、方法及内容,承诺严格遵守匿名及隐私保护

原则,征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后现场录音.研究团队

成员均接受过系统的质性研究培训,熟练掌握相关

的方法和技巧.访谈过程中围绕访谈提纲,酌情调

整提问方式和顺序,访谈中不暗示、不评判,适时运

用倾听、提问、澄清等访谈技巧,鼓励受访者表达自

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同时注意对其观点及时进行

确认.访谈时间为２０~３０min,访谈过程中研究者

仔细倾听,并注意观察及详细记录受访者的语气语

调、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行为,尽可能多地

收集信息,当访谈中无新内容出现时停止本次访谈.

１．２．３　资料分析　访谈完成后２４h内将访谈录音

逐字、逐句转化为文字稿件,并返回受访者处进行再

次核实.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资料编码和主题提

炼等分析过程均由研究团队内２名成员共同参与,

并对有异议之处进行讨论,确定最终编码及主题.
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依次以S１~S２０为每位访谈

对象编号,采用 Colaizzi７步分析法[１１]对访谈资料

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主题１:同伴支持的内容多样

２．１．１　经验交流　临床实践经验的不足可能使护生

面对某项操作时有恐惧心理,“我很害怕肌肉注射,
因为进针很快,我很害怕都给它扎进去”(S１４);在实

习期间借鉴他人的操作经验,“同伴做肌肉注射时,
我发现她就用手指头垫着,然后针头就进的刚刚好”
(S１４);或主动无私分享经验,“我们平常聊天也会说

自己今天干什么了,哪些没做好,每个人每天学到的

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聊天的时候就会分享,我就能

知道一些我没有学到、没有接触到的东西”(S１０).

２．１．２　信息支持　实习护生均有较强的学习动力和

实践意愿,但理论知识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不能及时

忆起,“第１次静脉取血时,一拿上针,脑子是空白

的”(S４);此时同伴补充的知识信息,会保证操作的

顺利进行,且能够推己及人,给予对方支持,“她提醒

我下一步该干什么,她操作的时候,我也能给她提供

指导或帮助”(S４).同时,为适应新的轮转科室,“就
会问(下一个)科室的工作量、下班时间、老师好不好

相处之类的”(S１);此外,还会多渠道收集就业单位

信息,“每个人搜集的信息肯定不一样,也可以从其

他同学的嘴里听到这个单位到底怎么样”;通过对比

信息,“增加对其他单位的了解,可能会影响到后边

的择业”(S１７).

２．１．３　情感支持　临床实习的多重压力,比如,“上
班时我被针头扎到了”(S１３),“当时所在科室有一个

梅毒患者要抽血”(S１９)等,可能会让当事护生紧张,
产生精神压力,“一天下来肯定有心情不太好的时

候”(S１２),此时护生会选择报团取暖,“同伴会站在

你的角度安慰你”(S１),相互借力,“是彼此的情绪垃

圾桶”(S１２),给对方提供一定的精神安慰,“旁边有

这个人我会安心很多”(S５),和情感支持“下班之后

她们一直在安慰我,然后晚上回去专门来我宿舍安

慰我”(S１３),不良心理反应得以疏导,“跟她们说完

就舒服多了”(S１２).

２．１．４　团结协作　临床实习工作繁杂琐碎,虽然各

自都有任务,但护生并非独善其身,“平常互相帮忙”
(S１０),“不是只做自己老师派的活”(S８),在完成各

自工作的基础上,“自己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就会跟

老师说一声”(S８),在能力范围内主动协助其他同

伴,“(我)忙的时候,她不怎么忙(的话),就会跑过来

问我”(S１２),分担额外的工作,“有时候忙不过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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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怎样,比如自己状态比较差的时候,她也会过来

说我帮你干”(S１０),在协作的过程中,提升了工作效

率,“我们俩一起干,干得可快了”(S１２).

２．１．５　生活照顾　实习护生进入临床后,来自于同

伴的暖心瞬间,如生活中陪伴,“有同伴可以一起上

下班,然后平时也可以交流一下,最主要的是可以一

起吃饭什么的”(S１６),或主动照顾,“如果她连班我

正常班,她下去时会主动问我要不要带东西上来,这
样就减少了上下楼的时间,休息时间就能多一些”
(S１２),会让其感受到支持并为之感动,“在一些小的

事情上互相帮助一下,有时候觉得这种小细节挺温

暖的”(S９).

２．２　主题２:同伴支持的益处

２．２．１　减轻不良情绪　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各专科

疾病知识掌握不充分、临床操作不熟练、沟通交流能

力欠佳等,实习护生在语言表达、行为表现等方面常

有欠缺,缺少同伴时,会有不同的不良情绪体验,如
“觉得很不自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

儿,做些什么才比较合适”(S１),“好无聊好压抑”
(S１５),“有点孤单”(S１２),“会非常紧张,每天都处在

一个高压的状态”(S２０),同伴支持可减轻不良情绪,
“有她在我会放松很多,而且碰到什么不开心的时

候,跟她说之后我就会舒缓很多”(S２０),促进良好适

应,“有同伴的话,安全感更强一些”(S６).

２．２．２　促进彼此成长　实习护生希望在临床将理论

与实践有机结合,并获得娴熟的护理技能,“我们会

相互说操作技巧方面的东西,然后下次再尝试”
(S１８),因此,其会发掘自身和同伴的优势资源,“就
是看到有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吧”(S２),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互相监督,互相纠正”(S７),通过参考同伴

优点,“他们做的好的地方可以学习借鉴”(S５),提醒

同伴不足,“比如我感觉她某个操作不太好,我会直

接跟她说”(S７),或者警示自己,“不好的地方就引以

为戒”(S５),促进彼此成长,甚至“还能激励自己的信

心”(S２).

２．２．３　增进同学情谊　受新冠疫情影响,受访护

生在校期间的理论学习以线上为主,彼此间缺乏

深入的了解和沟通,“我们俩上学的时候没有很

多的交集,只是知道有这个人”(S６),临床实习期

间的朝夕相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天天一块上

班、下班、聊天,俩人就变得很熟了”(S１１),在相

互陪伴和支持的过程中,感情得到了升温,“我俩之

间的感情比之前深了很多,基本上我遇到什么不开

心的事,我就立马去找她”(S２０),进而收获了友谊,
“好多朋友都是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她为我考虑我也

为她考虑”(S１１).

２．３　主题３:提升同伴支持的方法

２．３．１　自己选择同伴,多交流多沟通　在校期间的

理论学习为实习护生创造了基本的社交圈,“大学三

年了,我们在学校玩的就是那一小堆人”(S１１),因
此,与被动分组相比,实习护生倾向于自己选择同

伴,“如果实习能自己选同伴就好了”(S９),且更倾向

于有感情基础的同伴,“我觉得分组时按原来自己的

宿舍分会好一点”(S１１),此外,受访护生认识到在相

处过程中要多交流沟通,“如果实习一天你们什么都

不说,互相什么都不知道,对方肯定没有办法了解

你,你也没有办法了解对方”(S２０),才能有助于“磨
合期会短一点,也有可能会提高支持质量”(S９).

２．３．２　主动分担任务,积极培养感情　紧张而忙碌

的临床实习容易使护生感知关怀氛围缺失,通过主

动分担任务,“你的工作忙完了,人家没忙完,你可以

过去,在旁边搭一点或者是稍微帮忙一些”(S６),找
到共同性和被人接纳的感觉,“她知道有你在,而且

你也关心她”(S６),减少心理防卫,提升归属感和支

持力度.鉴于充分的情感和信任是护生寻求同伴支

持的基石,“她得有我信任的基础在,那我无论干什

么事,她在旁边我都会觉得很安心很靠谱,没有那个

基础在的话,我会很烦她跟我一起”(S３),因此,大部

分护生表示,提升同伴支持的基础在于积极“培养感

情或者是提高默契”(S７).

２．３．３　明确职责分工,营造良好氛围　“不患寡而患

不均”,明确的职责分工可避免打消实习护生的积极

性,“如果分配的不明确,有的人会抱怨,为什么她跟

我同样是实习生,我干的活多”(S１９),同时,尊重、包
容、轻松的氛围有助于护生愉快渡过实习期,因此需

“去发现让她觉得舒服的一些方式,但是也不要委屈

自己”(S６),主动创造与他人合作、学习的机会,“多
相处或者是放假的时候约着一块玩”(S１２),在与他

人交流、合作、相处的过程中,“积极的面对我们实习

过程的交往”(S２０),学会聆听、包容、理解他人.

３　讨论

３．１　实习护生同伴支持的内容多样化　高一雯[１２]

指出,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期间同伴支持需求包括科

室相关信息需求、知识和技能经验需求、情感交流需

求、职业成长支持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

同伴支持的内容呈多样化,包括经验交流、信息支

持、情感支持、团结协作、生活照顾,贴合近同类人

(新护士)的同伴支持需求.因为彼此具有“相似的

经历和感受”,实习护生会优先选择同伴作为倾诉和

分享的对象,而同伴会通过不同方式进行适应性引

导.提示学校及实习医院的护理教育管理者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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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并充分发挥同伴支持在护生从“学生”到“护士”
角色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实习护生积极面对不

同实习阶段的压力源[２],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减少

负性情绪的产生,保持健康心理状态.

３．２　实习护生同伴支持的体验积极　本研究结果

显示,实习护生间的同伴支持在减轻不良情绪、促进

彼此成长、增进同学情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与
既往研究结果[９,１３]一致.Moore等[１３]研究结果指

出,同伴支持能缓解第２年住院医师的孤独感和不

确定感;刘蔚等[９]研究结果提示,近同伴(护理硕士

在读研究生和新入职护士)教育提高了实习护生的

心理弹性.原因可能如下:首先,频繁轮转实习科室

导致护生对科室的归属感不强[９],同伴使得他们更

容易产生共情和互相理解,有助于减轻不良情绪;其
次,同伴间互惠性指导及协作性支持促进了社会化

学习,提升了实践技能,增强了自我调试能力,有助

于共同进步[１４];再次,实习期间护生在工作和生活

中互动较多,本着真诚、助人的原则,更容易觉察到

同伴带给自己的关怀和温暖,从而收获了友谊[１５].

３．３　促进实习护生同伴支持的建议　在个人成长

过程中社会支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６],对于实

习护生来说,同伴支持是社会支持系统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因为实习护生更容易与同伴建立情感和

社会认知的一致性[１７].为了更好地提升实习护生

间的同伴支持,除满足其基于自身视角提出的改善

措施外,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护生进入临床实

习前,接受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等相关培训,培养逆

商能力,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以便更好地面对临床实习中的困境[１];基于实习护

生需求制订涵盖临床实践技能、心理健康、角色认

知、职业素养等多方面的同伴支持教育方案[１８];根
据实习阶段,临床护理教育管理者通过不同形式获

取实习护生的真实感受与需求类型,选择相应的支

持主题,定期组织小组讨论、在线支持、个体化私人

辅导等形式,实施系统化同伴支持[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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