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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习培训是护生从学校进入临床学习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重要环节，也是护生向护士角色过渡的必经阶段。但每年

在护生实习前的阶段，发现部分护生出现许多心理情绪和行为

上的改变。研究证明，护理专业学生 （以下简称护生）在实习

的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尤以紧张、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比较明显［１２］。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会损害人的

正常生理功能和心理反应，如果产生过于频繁或强度过高或持

续时间过长等，则会导致身体疾病或心理疾病［３］。而护理专业

学生的心理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实习效果，更甚者影响护生的

职业认同。心理资本指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４个

方面的积极心理能力：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３４］。研究

发现，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的４个维度对心理健康水平均有正

向的预测作用［５］。既往的研究中多关注这些护生产生焦虑的

原因以及如何应对，而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分析护生实习前焦虑

的研究很少见，如护生心理资本与实习前焦虑有无相关性，哪

些护生出现实习前焦虑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本研究在调查不

同情况的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护生心

理资本与实习前焦虑的关系，旨在对护生实习前的焦虑干预提

供理论依据，以期寻找新的途径减轻护生实习前焦虑，带着轻

松和自信进入临床实习。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抽取２０１２年某医学院即将进行实习的护生

１６８名进行问卷调查，收回问卷１６８份。除去近１年内有重大

“生活事件”影响的护生，有效问卷１６５份
［６］。其中男１２名、女

１５３名；年龄１７～２２岁，平均（１９．７９±２．４２）岁；本科生２０名、

大专生６５名、中专生８０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自编调查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

等项目。其中年龄分为３个层次：≤１８岁，１９～２２岁，＞２２

岁；文化程度也分为３个层次：本科、大专、中专。

１．２．２　焦虑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
［７］
　该

量表共２０个项目，按１～４级评分，将总分乘以１．２５，取整数

即得标准分，标准分大于５０分说明存在焦虑情绪。

１．２．３　心理资本问卷（ＰＣＱ２４）
［８］
　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

观、韧性４个维度，共２４题，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６点记分。各维度得

分越高，说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填表前征得知情同意。问卷

工作在１个单独的安静房间内进行，答卷学生之间不得相互交

流，用统一的指导语，各问卷经核实检查无遗漏后收回试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以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狋

检验、方差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护生焦虑与心理资本情况 　１６５ 名护生中 ４２ 名

（２５．４％）存在焦虑情绪（焦虑组，狀＝４２），其他护生为心理健康

组（狀＝１２３）。护生的焦虑评分总分为（４３．２１±７．４６）分，与国

内常模（２９．７８±０．４６）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１４．４７，

犘＜０．０１）
［９］。护生心理资本各维度得 分 情 况 自 我 效 能

（３．８３±０．６２）分，希望（３．５４±０．３４）分，韧性（３．７６±０．３８）分，

乐观（３．６８±０．２５）分，均在中点（３．５分）以上。方差分析显

示，心理资本各维度之间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犉＝

４．４２，犘＜０．０５）。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自我效能及韧性得分

显著高于希望得分（犘＜０．０５）。

２．２　不同情况护生的焦虑及心理资本得分比较　见表１。

表１　不同情况护生的焦虑及心理资本得分比较（狓±狊，分）

变量 狀 焦虑 自我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

性别

　男 １２ ４５．１６±５．４６ ３．９８±０．４８ ３．３６±０．３６ ３．３５±０．２７ ３．７２±０．５５

　女 １５３ ４１．３４±６．２５ ３．２３±０．５６ ３．６８±０．４２ ４．２３±０．３４ ３．６８±０．３４

　狋 －２．７５ｂ －２．０２ａ １．３２ －２．８８ｂ －１．０２

学历

　本科 ２０ ４１．３８±５．８２ ３．６５±０．８１ ３．４１±０．２７ ３．８６±０．４２ ３．５６±０．４５

　大专 ６５ ３７．６５±６．１４ ４．０１±０．５８ ３．７６±０．５４ ３．７８±０．３３ ３．７２±０．２５

　中专 ８０ ４４．２７±６．３９ ３．４５±０．７２ ３．３８±０．３２ ３．６７±０．５４ ４．２２±０．３６

　犉 ２．３７ａ ２．７６ｂ １．１４ １．０１ ２．８４ｂ

专业

　护理 １３０ ３９．４７±７．３５ ４．１２±０．６７ ３．４６±０．２６ ３．７９±０．２８ ３．７２±０．２７

　助产 ３５ ４５．３６±４．６９ ３．２３±０．５２ ３．７８±０．４５ ３．７５±０．３４ ３．５７±０．３１

　狋 ２．６２ａ －３．０１ｂ ０．７６ １．２２ ０．７８

　　ａ：犘＜０．０５；ｂ：犘＜０．０１，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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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焦虑状况护生的心理资本得分比较　心理健康组心

理资本量表中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分高于焦虑组，见

表２。

２．４　护生实习前焦虑与心理资本的线性相关分析　焦虑总分

与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呈负相关 （狉＝０．４５０、－０．３３８、

－０．３３２、－０．３５６，犘＜０．０１）。

表２　　两组被试者心理资本各因子得分比较（狓±狊，分）

因子 心理健康组（狀＝１２３） 焦虑组（狀＝４２） 狋 犘

自我效能 ３．９５±０．６７ ３．５７±０．６５ ２．８６ ０．００８

希望 ３．８４±０．３６ ３．５２±０．４６ １．７９ ０．０４４

韧性 ３．８６±０．３８ ３．７９±０．５６ ０．９８ ０．２１７

乐观 ３．９８±０．２５ ３．２４±０．６４ ３．１６ ０．００４

３　讨　　论

３．１　实习前护生焦虑情况不容乐观　本研究结果显示，

２５．４０％的实习前护生存在焦虑情绪，护生的焦虑评分总分也

远高于国内常模，与既往研究发现护生临床实习前焦虑发生率

达２１．４０％～４０．２５％基本一致
［９１０］。究其发生原因可能为：

（１）对护理专业的认知及往届同学的交流中，对医院工作的了

解使护生对即将进行的临床工作担心，焦虑；（２）对自身能力不

自信，尤其是担心护理知识理论基础不牢固，基本操作不熟悉，

担心不能胜任实习，从而精神紧张；（３）护生进入实习后要与患

者、各类医务人员以及陪护等各类人员相处，人际关系较学校

复杂，既担心患者陪护不信任，又怕达不到带教老师要求；（４）

护生因为来到医院与各院校学生同时实习，感受到竞争的激烈

和就业的艰难，对就业前景更感到担忧。

３．２　实习前护生心理资本情况尚可　实习前护生心理资本各

维度得分均在中点以上，但自我效能及韧性显著高于希望，表

明实习前护生在必要时调整实现目标途径的能力稍差，对临床

实习工作及护理专业的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这就提示在提

升实习前护生心理资本过程中，对心理资本的希望维度的提升

尤应重视，激发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以此来挖掘

其自身的潜力，从而以更自信、乐观、充满希望及百折不挠的心

态去工作。

３．３　不同自身情况的护生焦虑及心理资本状况不一　男护士

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女护士，而自我效能和韧性水平明显低于女

护士，可能因为当前男护士较女护士更难得到社会认同，男护

士对未来工作的挑战更缺乏信心有关。具有不同学历的护生

中与预想的学历高者心理资本会更高不同，大专学历的护生焦

虑水平最低，而心理资本因子分较高，可能与大专学历的护生

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对未来的就业要求没有本科生那么高，

而对专业的认识以及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又较中专生更好，因而

更自信。而出人意料的是中专生的乐观水平是所有护生中最

好的，可能与其年纪小，想法相对单纯，看待问题单一有关。而

本研究还发现助产专业的护生焦虑程度远高于护理专业，可能

与助产专业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更高，而对助产专业的相关知识

在校模拟和掌握的远不如一般护理知识，助产护生对即将的实

习工作更为担心焦虑有关。而助产专业的自我效能分值远低

于护理专业也恰恰证明这一点。

３．４　提高护生心理资本有利于减轻实习前焦虑　本研究发

现，心理健康组心理资本量表中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分

高于焦虑组。而相关分析发现，焦虑总分与自我效能、希望、韧

性、乐观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焦虑水平越

低，这与不同情况护生的焦虑水平和心理资本情况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心理资本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侧重于研

究和开发个体的自身优势和积极心理状态中所蕴藏的力量，心

理资本所构成的各维度都是类似于状态的积极心理力量，都符

合积极、独特、可以测量、可以开发和管理的特点［１１］。另有研

究也发现，心理资本及其子成分与自尊、内控性、正性情感、负

性情感、情感平衡、偏执、抑郁、焦虑、敏感等多种效标都有显著

的相关［１２］。

３．５　如何提升护生的心理资本方法尚需更多研究　对于心理

资本的提升，可借鉴Ｌｕｔｈａｎｓ
［８］提出的一系列干预方法，包括

让员工体验成功、胜任感，增强自我效能感；制定、管理及调整

组织及个人目标；宽容过去，欣赏现在，以积极、欢迎和自信的

态度迎接未来，以危机、资源、过程中心策略来提高员工的抗挫

折能力。由此可知，要减少护生实习前焦虑的发生，应尽量加

强护生心理资本培育，从多方面入手积极加强医院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的普及，引导护生正确认知专业，对护理工作树立

信心及建立合理的实习目标等，从而提高护生的自我效能、乐

观、希望和韧性。但上述方法如何在实习前护生中具体运用及

有效性如何，尚需今后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检验。

本研究所调查对象样本量有限，所调查对象范围局限，在

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大样本量，扩大学校范围，使研究结果更为

科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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