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

!!

NHG

(

$')(&*&

)

b

)GJJI)$*!$"#(.#)%'$#)%&)'($

高职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能力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徐志芳$

!张莉芳%

!尤
!

蔼%

"

$)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泰州
%%-(''

$

%)

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百色
-(('''

%

!!

"中图法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

%'$#

%

%&"(#(("'(

!!

就业能力是个体能找到与自己匹配的职业!并且

在工作过程中获得一定发展的能力$

$

%

!是通过学习和

在校期间的培养而获取的综合素质#社会需求的日

益增长!为护理专业毕业生&以下简称护生'就业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但毕业生就业率却有待提高!特别是

高职护生#随着我国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拥

有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逐年递增!并在就业竞

争中占据优势!给高职护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同时!多数高职护生就业定位偏高!使就业结构性问

题日趋明显!部分高职护生就业难#为改善上述问

题!本研究以高职护生就业能力评估和相关因素为切

入点!并积极寻求对策!旨在提高护生的就业能力!为

促进高职护生就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以随机整群抽样法抽

取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

级
(

年制高职护生
$%'

人

为研究对象#纳入高中起点全日制高职护理专科生!

已完成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的学习!自愿参与本研

究*排除成人教育学院和+

%h(

,护理专科生!近期患严

重疾病或发生重大心理应激事件者!近
$

周内接受心理

咨询或心理治疗者!试验期间休学"病假者#有效回收

的
$$*

份问卷!护生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男
&

人&

!)!*,

'!女
$'!

人&

&%)%.,

'*生源地(

乡镇
&&

人&

#-)(.,

'!城市
$!

人&

$.)**,

'#

@)A

!

方法

@)A)@

!

研究方法
!

横断面研究与教学试验相结合#

于研究对象实习结束后返校第
$

周调查其就业能力"

职业价值观"一般自我效能感!根据影响因素制订针

对性长期干预方案和短期干预方案并实施#短期干

预结束后
$

周!对上述研究对象的就业能力进行再

评价#

@)A)A

!

短期干预方案
!

实习结束后
$

周开始!针对

研究对象实施每周
$

次!连续
%

个月的短期干预方

案!内容包括(&

$

'操作技能强化#针对护生应掌握的

%%

项护理基本技能"护理病历书写及常见疾病的护理

诊断和护理措施"健康评估的基本技能等内容进行强

化并定期考核!期间组织技能大赛
$

次#&

%

'实施+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与就业工作联动计划,#充分重视执

业资格考试!深入宣传考试与就业的关系!使护生明

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备考期间!加强对学生

的监管力度!严格考勤!组织资深教师定期辅导"随时

答疑!加强晚自习巡视!以确保执业考试的通过率#

&

(

'举办+模拟招聘大赛,#邀请学工处老师"附属医

院护理部管理人员参加!对参赛学生进行严格面试!

为学生提供亲身体验招聘氛围的机会!使其更好地了

解用人单位的需求!积累面试经验!掌握面试礼仪及

面试技巧!发现自身优缺点!为日后就业提供帮助#

&

.

'护理礼仪训练#规范护理礼仪训练!定期举办护

理礼仪大赛#良好的护理礼仪能体现学校和个人的

精神风貌"职业素养!也是用人单位招聘护理人才的

重要条件之一#&

-

'加强就业及就业心理指导#鼓励

护生正视困难和挫折!培养良好的就业心态!自身能

准确定位#&

*

'开展+就业困难援助计划,!实施+一对

一,的就业指导服务#切实了解学生的就业情况!对

贫困生及就业困难的学生实行责任到人!一对一帮

扶#根据护生的就业能力评估情况!分析语言上的优

势!鼓励少数民族护生回基层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

因结构性问题导致的就业难#通过以上措施!在短期

内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促进就业#

@)A)!

!

长期干预方案
!

逐步落实长期干预方案!包

括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自主学习能力"护理课程体系"

教学方法"实习环境"带教老师素质等的改善和提高!

理论与实践网络课程平台的搭建!就业指导课程体系

的形成等#在整个大学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就业教育及护理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使护生尽早了

解本专业的就业形势!端正职业态度!明确职业目标

和岗位要求!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提高综合

素质和就业能力#

@)A)B

!

评价工具
!

采用问卷调查法评价教学效果!

问卷由
(

部分组成#&

$

'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生源地等*&

%

'护生就业能力调查表(由福建医科大学

叶碧容$

%

%编制!该量表包括知识理解力"专业技能"通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

%'$!6@:$#!%

'#

!

作者简介(徐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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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护理教

育研究#



用技能"个性品质
.

个维度#总量表的
WFHILCOE[J

$

系数为
')&!(

!重测信度为
')!.'

!各维度
WFHILCOE[J

$

系数为
')#&(

!

')&-!

#条目采用
.

级评分法!依次

赋予
$

!

.

分#为方便计算!将最后得分&即各维度均

分与该维度权重乘积之和'换算为百分制!即总分
'

!

$''

分!总分
*%)-

分以上表明达到中等以上水平!得

分越高!就业能力越强#&

(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

V

AIAFCDJADU"AUUGOCO

R

JOCDA

!

6̀36

'(共
$'

个项目!均

为正向题!理论最低
$'

分!最高
.'

分!得分越高表明

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一般自我效能感分为低&

$'

!

%'

分'"中&

%$

!

('

分'"高&

($

!

.'

分'

(

个水平$

(

%

!被

调查者在
$

!

.

等级上进行自我评定!修订后的中文

版本 有 良 好 的 信 度"效 度*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WFHILCOE[J

$

为
')#!

!重测信度
Gg')#(

&

H

$

')''$

'!

折半信度
Gg')#%

&

H

$

')''$

'#&

.

'中文版护理职业

价值观评价量表&

IQFJGI

VK

FHUAJJGHICD\CDQAJJOCDA"

FA\GJAN

!

92Y6"4

'(采用四川大学陈天艳$

.

%校正获得

的中文版
92Y6"4

!量表由
.

个维度
%*

个条目构成!

包括照顾提供&

$'

个条目'!行动主义&

#

个条目'!责

任"自由"安全&

-

个条目'!信任&

(

个条目'!每个条目

均采用
ZGjAFB-

级评分法#各条目得分累加获得总

分和各维度总分!总分最低
%*

分!最高
$('

分#量表

WFHILCOE[J

$

系数为
')!*'

!重测信度为
')*(&

#以上

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发放

前向学生说明目的及注意事项!答卷时嘱其独立完

成!现场回收#两次调查分别发放问卷
$%'

份!回收

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

#得分率
g

各维度实际得分)该维度的理论总分
i$'',

#

@)!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经整理用
3

K

GNCBA()$

建立数

据库!采用
6266$*)'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以
E+M

表示!比较采用
F

检验*相关性分析用

6

K

ACFTCI

秩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

g')'-

!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高职护生就业能力"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一般

自我效能感得分
!

高职护生就业能力平均得分&换算

后'为&

*.)'!+*)'#

'分!职业价值观平均得分为

&

&%)*&+$.).$

'分!一般自我效能感平均得分为

&

%.)-&+-).#

'分#就业能力和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得

分及得分率见表
$

#

A)A

!

高职护生就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观"一般自我效

能感的相关性
!

高职护生就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观总

分及各维度得分无明显相关性&

H

%

')'-

'#护生就业

能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总分呈正相关&

Gg ')%'$

!

Hg')'('

'#护生自我效能感与就业能力
.

个维度中

的知识理解力&

Gg')'-*

!

Hg')--(

'"专业技能&

Gg

')$'!

!

Hg')%-.

'无明显相关性!与通用技能&

Gg

')%.#

!

Hg')''!

'"个性品质&

Gg')(-#

!

Hg')'''

'

得分呈正相关#

表
$

!!

护生就业能力)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

!!!

得分及得分率%

%g$$*

&

观察指标 维度 得分&

E+M

!分' 得分率&

,

'

就业能力 知识理解力
($)$&+*)%* -&)&&

专业技能
(%).&+!)(( -#)'%

通用技能
#*)$(+$*)!% *!)%&

个性品质
%%)!$+.)&& !')&*

职业价值观 照顾提供
(-)&&+-)!$ !$)&#

行动主义
%!)#(+.).& *&)*!

责任自由安全
$!)!!+()'& !$)'!

信任
$$)$'+%)'* !.)'%

A)!

!

干预前后高职护生就业能力的变化
!

实施干预

措施后!高职护生知识理解力"专业技能"个性品质
(

个维度的就业能力评分均高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H

$

')'-

'!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高职护生就业能力比较%

%g$$*

'

E+M

'分&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F H

知识理解力
($)$&+*)%* (%)&!+*)%* %)$.& ')'((

专业技能
(%).&+!)(( (.)##+!)-' %).-% ')'$-

通用技能
#*)$(+$*)!% ##)%-+$*)!$ ')&** ')((-

个性品质
%%)!$+.)&& %.)*.+-).# %)#'. ')''-

总分
*.)'!+*)'# **)*$+.)-( ')*!$ ')-%!

!

!

讨
!!

论

!)@

!

高职护生的就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观"一般自我

效能感的关系
!

莫军成$

-

%研究发现影响护生就业能

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职业认同"社会

资本和个体适应性#有学者认为!学生就业能力受专

业素质"个人素质"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关系的处理和

分析思考能力"学习主动性"自我评价"实习环境等影

响!其中专业素质对就业能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

%

#

而就业能力与职业价值观"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少

见文献报道#调查显示!高职护生的就业能力得分为

&

*.)'!+*)'#

'分!低于叶碧容$

%

%的报道!属于中等以

上水平#得分率最高的是个性品质&

!')&*,

'!其次

是通用技能&

*!)%&,

'!说明经过近
(

年的护理专业

教育!高职护生对本专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并

培养了较好的专业情感!能奉行职业道德准则!对自

身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工作定位较清晰#

护理职业价值观是护理专业实践的核心概念!护

理人员职业价值观的形成贯穿于一生!其中系统的专

业教育阶段是培养未来护理人员职业价值观的关键

时期$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职业价值观平均得分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为&

&%)*&+$.).$

'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略高于文

献$

$'"$$

%报道#院校注重营造尊重爱护护理专业的

良好氛围!通过积极的学前专业教育"媒体"网络"校

园宣传栏"校园文化活动"座谈会及学生之间的同伴

教育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专业思想!使专业情感

教育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的整个过程中$

$%

%

!以加强学

生的职业价值观#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护生就业能

力与职业价值观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无明显相关性

&

H

%

')'-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

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本研究结果显

示!高职护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呈中等水平!其分值

$&

%.)-&+-).#

'分%低于国际成人一般自我效能感常

模$&

%&).*+-)((

'分%

$

$(

%

#研究还显示!就业能力与

自我效能感总均分&

Gg')%'$

!

Hg')'('

'"通用技能

&

Gg')%.#

!

Hg')''!

'"个性品质&

Gg')(-#

!

Hg

')'''

'维度得分呈正相关#说明加强护生一般自我

效能感可以有效提高就业能力!尤其是在求职面试过

程中有很大帮助#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促进积极应对

行为的形成!可增强护生通过应聘考试的信心!更好

地展现自己的优势!提升其就业能力#故院校应采取

积极有效的措施!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

!)A

!

积极的干预措施可有效提高护生的就业能力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干预措施后高职护生就业能力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有所提高!特别是知识理解力"

专业技能和个性品质方面较干预前有明显提高&

H

$

')'-

'#这种长短结合的干预方案!不仅通过丰富多

彩的校园活动充实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更进一步锻炼

了护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交流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信息能力等综合能

力#通过实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与就业工作联动计

划,!使护生明确了执业考试成功是成功就业的前提*

通过举办+模拟招聘大赛,+职业技能大赛,+护理礼仪

大赛,!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技能和职业礼仪!积累

面试的经验和技巧!锻炼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有利

于就业能力的提升*增强护生的学习主动性!指导护

生正确"积极地进行自我评价!创设良好的实习环境!

以指导学生进行实际的技能操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

巩固理论知识!提升实践技能!树立职业道德规范!提

高学生的综合实力为主要目的!促进护生就业能力!

可以为护生后期的求职活动创造更多的优势$

#

!

$.

%

#

/4303

等$

$-

%也认为!高校应为大学生提供较早的实

习支持!早期实习可以较好地训练学生在工作环境中

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信息的终身学习能力等通用

技能#

综上所述!高职护生就业能力的研究现实而富有

挑战性!值得深入探索#影响就业能力的相关因素颇

多!护生良好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提高就业能力#

长短结合式的干预措施有利于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而长期干预措施的落实尚需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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