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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与年级护理专科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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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开展护生职业生涯教育，构建富有特色的护理专

业职业生涯教育模式，作者对３００名护理专科生进行了职业生

涯规划现状的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选取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２００８～２０１０级

的统招护理专科生３００名，其中女生２１９名，男生８１名。平均

（１８．７５±２．７５）岁。

１．２　方法　采用按年级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

选用３个问卷表进行调查，第１个问卷表为自编一般资料调查

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等基本情况；第２个问卷表选用廖永

珍的《高护生职业生涯规划问卷》［１］，问卷从自我认识、专业环

境评估、职业目标、行动计划、人际关系、反馈修正６个维度，共

３３个条目。每个条目按Ｌｉｋｅｒｔ４级计分，即非常符合、比较符

合、比较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评价，分别赋４、３、２、１分。总分是

１３２分，得分越高，说明职业规划能力越高；第３个问卷表采用

李娜的《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问卷》［２］，内容包括缺乏准备、信

息探索困难、冲突矛盾３个维度，共３５个条目。采取ｌ～５分

的五点记分法。当各项均分高于３．０分时，表明职业决策时遭

遇的困难较多。第２和第３个问卷表已证实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问卷调查以不署名的方式进行，答卷前由作者进行统

一解释。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有效回收３００份，有效率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ＡＳ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

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单因素两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

样本狋检验，单因素多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两两比较，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护理专科生职业生涯规划问卷调查结果　高护生职业规

划评分随年级增加而逐年增高（表１）。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

高护生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男护生职业生涯规划总分明显低于女护生。

２．２　护理专科生职业决策困难问卷调查结果　护理专科生职

业决策困难各项评分在２～３ｍｉｎ之间，职业决策存在困难，不

同年级、不同性别的高护生职业决策困难评分比较有差异但无

统计学意义，男性的职业决策困难得分高于女性，二年级护生

职业决策困难评分最高，见表２。

表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护理专科生个人职业生涯规划评分比较（狓±狊，分）

类别 狀 反馈修正 人际关系 行动计划 职业目标 专业环境评价 自我认识 总分

性别 男 ８１ ２．６２±０．６４ ２．２３±０．６３ ２．３７±０．６７ ２．４２±０．７０ ２．３４±０．６３ ２．２２±０．７２ ７６．５５±１６．６９

女 ２１９ ２．３７±０．６６ ２．５０±０．６１ ２．６０±０．５６ ２．６０±０．５６ ２．６２±０．５２ ２．８０±０．６６ ８６．８３±１３．９４

狋 ３．０９ ３．６２ ２．９５ ２．４６ ３．７２ ６．９４ ５．１７

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年级 大一 １００ ２．２６±０．７２ ２．４２±０．６７ ２．２０±０．５５ ２．３９±０．７８ ２．１８±０．５２ １．９６±０．４７ ７２．９５±１５．１０

大二 １００ ２．７７±０．５６ ２．４６±０．６８ ２．７４±０．５８ ２．５２±０．６２ ２．５４±０．５０ ２．６４±０．７２ ８５．４４±１４．７５

大三 １００ ２．５６±０．６２ ２．５１±０．５２ ２．８６±０．４９ ２．７２±０．６０ ２．８４±０．４２ ３．０８±０．５３ ９２．９５±１１．５４

犉 １６．４１ ０．４８ ４２．７４ ６．００ ４６．７４ ９５．４０ ５２．９１

犘 ０．００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两两比较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犘＞０．０５，该因子中此两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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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间护理专科生个人职业决策困难评分表（狓±狊，分）

类别 狀 冲突矛盾 缺乏准备 信息探索困难 总分

性别 男 ８１ ２．８７±０．５４ ２．７８±０．５６ ２．９０±０．５２ ９９．８４±１６．２８

女 ２１９ ２．８１±０．５５ ２．７３±０．６１ ２．８３±０．５７ ９７．６８±１７．５８

狋 －０．９２ －０．６４ －１．０６ －１．００

犘 ０．３５６２ ０．５２０２ ０．２８９５ ０．３２００

年级 大一 １００ ２．７８±０．５８ ２．７５±０．６４ ２．８９±０．５１ ９８．３３±１８．１４

大二 １００ ２．９１±０．４７ ２．８１±０．５２ ２．９２±０．５３ １００．７１±１４．８０

大三 １００ ２．８５±０．５８ ２．８０±０．５７ ２．９０±０．５９ ９９．８０±１７．５９

犉 １．２６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５１

犘 ０．２９ ０．７１ ０．９１ ０．６０

３　讨　　论

３．１　护理专科生职业规划状况不理想，应根据不同年级和性

别特点，制定富有特色的职业生涯教育模式，提高职业生涯规

划能力。近年来中国护理高等院校按照教育部规定逐渐开设

了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课程，已有研究者针对不同阶段的护生

职业生涯规划情况进行了调查。郝玉玲等［３］指出，护理本科生

存在职业认知不足，生涯规划不容乐观现象，不利于学生的成

长、成才［４］。本调查显示，护理专科生职业规划能力较低，在自

我认识、专业环境评价及人际关系方面更突出，并且男护生职

业生涯规划得分明显低于女护生，职业规划能力随着年级增加

呈逐渐提高趋势（犘＜０．０５），与中国在校护理职业生涯教育存

在缺少专业教师［５］、无专用的护理职业生涯规划教材，授课内

容局限、形式单一，多在毕业年级开展，主要针对就业问题，采

取笼统式集中教育［６］的职业规划教育方式不无关系。建议中

国的护理职业规划教育应借鉴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加拿大等

国家的职业规划教育模式［７８］，设置专门机构，针对不同专业、

不同个体尽早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和个性化职业生涯教育［７］，

使高护生更好地了解护理职业发展方向，稳定其专业思想，提

高护生的职业规划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同时，调查提示男护

生对专业了解，职业目标，行动计划缺乏方面比女生更严重。

护理职业规划教育中应特别注意男护生的专业认识教育，消除

“护理工作只适合女性”的心理障碍，调动学习积极性，及早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促进专业成长，实现自我价值。

３．２　护理专科生职业决策存在困难，在信息探索、矛盾冲突方

面更加突出。调查表２提示，护生职业决策困难水平与年级呈

倒“Ｖ”型关系，二年级是职业决策困难最突出的时期，这与李

娜等［２］的研究一致。其原因是（１）大二护生随着对专业了解增

多，逐渐开始思考毕业后的方向；（２）大二开始接触临床与社

会，发现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容易出现逃避

退却的心理，影响了护生的职业规划［１１１２］。因此，高护生职业

生涯教育应体现早期、全程教育的特点。将专业环境评价与就

业信息探索贯穿于职业规划教育始终，大二阶段重点进行心理

疏导、专业发展与个人成就关系的指导，消除对专业的困惑；以

多种形式使护生理解我国的就业政策和就业形势，树立正确

的、理性的择业观，增强就业信心，降低职业决策困难。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今后５年将进一步增加

大专层次护士比例［７］，意味着护理专科教育将成为我国护理教

育的主体，护理专科生的职业素养直接影响护理队伍整体素

质。根据护理专业特色及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个性心理特

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教育是我国护理高等教育的重要

内容，也是避免护理教育资源浪费，防止护理人才流失，优化护

理队伍的有力举措，有利于护理专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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