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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现状!分析人口学因素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情况!为

有效防治职业倦怠提供依据&方法
!

采取自制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和职业倦怠量表对
'

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2

名双师型护理教师进行调查!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以杭州护士常模的划界标准为参照!调查对

象情感衰竭得分为"

$-&)(3$%&'(

%分!去人格化得分为"

0&)130&21

%分!个人成就感得分为"

'1&$03(&1$

%分!

职业倦怠检出率低于常模"

!

$

%&%$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子女状况'最高学历的
'

个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2

%&不同第一学历的双师型护理教师在
'

个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双师型护理教师

的不同职务'承担教学任务类型的
'

个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不同教龄者的
44

维度!不同护

龄者的
56

维度!不同职称'科室的
67

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教师职

业倦怠总体状况相比地方医院护士较好!在进行职业倦怠干预时应重点关注低年资'低职称和特殊科室的年轻

双师型护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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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师型护理教师是指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

和课堂教学经验#既能从事理论课的讲授#又能从事

临床护理工作#在临床实习中给学生指导的护理骨干

人员'

$

(

)双师型护理教师是军医大学师资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医院临床护理和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双

重身份*双重责任给他们带来的工作压力可能引发其

职业倦怠#进而影响护理和教学质量)国内外研究结

果显示#职业倦怠因学历*岗位*科室*年龄*职称*性

别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1.0

(

)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

教师的职业倦怠情况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目前尚

无实证性研究)本文旨在了解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

教师的职业倦怠状况#分析人口学因素对其职业倦怠

的影响#为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降低职业倦怠提供依

据#以期促进临床护理和护理教学质量的提高)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对三所军医

大学附属医院
/'2

名双师型护理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纳入标准!取得教师资格证或参加过教学能力培训#

承担军医大学学历教育教学任务#且愿意参加该项研

究的双师型护理教师)

@&A

!

方法

@&A&@

!

调查工具
!

自编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包括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第一学历*最高学

历*职务*职称*护龄*教龄*科室*承担教学任务类型

$1

项人口学资料)职业倦怠量表$

E>+B>@?C:<,":=

#HH;,="<

G

.?:E>,+;<H#@;+:<H;

G

#

MNO.PQQ

&!采用陈

素坤'

2

(根据
M>+B>@?

工作倦怠量表翻译修订而成的

中文版问卷#由
11

个条目组成#包括情感衰竭$

44

&*

去人格化$

56

&*个人成就感$

67

&

'

个维度)采用
-

级评分法#

%

分代表从来没有#

)

分代表每天均有)

44

和
56

得分越高#

67

得分越低#表示职业倦怠程度越

重)问卷及
'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L<",C>@?X+

"

系

数分别为
%&-'/

*

%&/2%

*

%&)-)

*

%&--$

)本研究以杭州

护士职业倦怠常模的划界标准
44

&

1-

分*

56

&

/

分*

67

'

10

分为标准'

)

(

)参照李永鑫的方法'

-

(

#将职业

倦怠
'

个维度中任何一个维度得分超出临界值界定

为轻度倦怠#有
1

个维度得分超出临界值界定为中度

倦怠#

'

个维度得分超出临界值界定为高度倦怠)

@&A&A

!

调查方法
!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

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问卷
(%%

份#回收
(%%

份#有效问卷
/'2

份#有效率为
(1&-/Y

)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Q6QQ$(&%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D37

表示#采用
: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基本情况
!

见表
$

)

A&A

!

不同人口学特征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得分

比较
!

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教师
44

得分为$

$-&)(3

$%&'(

&分#

56

得分为$

0&)130&21

分&#

67

得分为

$

'1&$03(&1$

&分)参照杭州护士常模诊断标准#双

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总检出率为
0%&'-Y

#其中轻*

中*高度分别为
12&/-Y

*

$1&11Y

*

1&1/Y

#检出率低

于常模$

!

$

%&%$

&)

表
$

!!

/'2

名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教师一般资料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Y

&

性别 女
/12 (/&/

男
$% $&1

年龄$岁&

$

12 10 1&(

12

#

'0 2)0 )-&2

'2

#

00 1'1 1-&/

%

02 $2 $&/

护龄$年&

$

2 )- /&%

2

#

$% '-/ 02&'

$$

#

$2 1%% 10&%

$)

#

1% $1( $2&0

%

1% )$ -&'

教龄$年&

$

$ )) -&/

$

#

' $/) 11&'

0

#

) 1-- ''&1

-

#

$% $/% 1$&)

$$

#

$2 02 2&0

%

$2 /$ (&-

第一学历 中专
1%2 10&)

大专
0'1 2$&-

本科
$() 1'&2

硕士及以上
1 %&1

最高学历 大专
$$2 $'&/

本科
-%/ /0&(

硕士及以上
$1 $&'

职称 初级
2%- )%&-

中级
1/( '0&)

高级
'( 0&-

职务 护士
2/0 )(&(

教学组长
$)1 $(&0

护士长
2( -&$

其他护理管理者
'% '&)

婚姻状况 未婚
$') $)&'

已婚
)(( /'&-

子女数 无子女
112 1)&(

$

个
2%0 )%&0

1

个
$%) $1&-

!!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子女状况*最高学历的
'

个

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不同第一学历

的双师型护理教师在
44

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Z%&%%0

&#本科学历者明显高于中专*硕士及以上

学历者$

!Z%&%%-

#

%&%%(

&#中专*大专学历者高于硕

士及以上学历者$

!Z%&%12

*

%&%$)

&#本科学历者高于

硕士及以上学历者$

!Z%&%%(

&)双师型护理教师的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第一学历在
56

维度也存在差异$

!Z%&%%-

*

%&%%'

&#

中专学历者明显低于大专和本科学历者$

!Z%&%$0

*

%&%%$

&)不同年龄和第一学历的双师型护理教师在

67

维度存在差异$

!Z%&%%'

*

%&%%'

&#进一步两两比

较发现
12

#

'0

岁年龄段
67

得分低于
'2

#

00

岁年龄

段$

!Z%&%%%

&#中专学历高于大专和本科学历者

$

!Z%&%$/

*

%&%%$

&#见表
1

)

A&B

!

不同工作特征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得分比

较
!

双师型护理教师的不同职务*承担教学任务类型

的
'

个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2

&)不同教

龄者在
44

维度存在差异$

!Z%&%$1

&#教龄
$

#

'

年

的高于
0

#

)

年*

-

#

$%

年*

%

$2

年的$

!Z%&%%1

*

%&%1-

*

%&%%$

&)不同护龄者在
56

维度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Z%&%$0

&#

56

得分随护龄的逐渐增加而递减)

不同职称*科室的双师型护理教师在
67

维度存在差

异$

!Z%&%%2

*

%&%%%

&#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高级职

称人员明显低于初级和中级职称$

!Z%&%%1

*

%&%%1

&#

内*外*妇产科的双师型护理教师均明显高于其他科

室$

!Z%&%%$

*

%&%%%

*

%&%'$

&#见表
'

)

表
1

!!

不同人口学特征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得分比较$

D37

%分&

项目
( 44

得分
:

"

' ! 56

得分
:

"

' ! 67

得分
:

"

' !

性别
W%&)0% %&211 %&-)$ %&00- W$&//% %&%)$

!

女
/12 $-&-13$%&'/ 0&)%30&2% '1&1%3(&$'

!

男
$% $2&)%3$$&/0 2&-%3)&11 1)&-%3$0&'-

年龄$岁&

%&/(% %&00) 1&001 %&%)' 0&)-% %&%%'

!$

12 10 1%&()3$%&-- '&//30&-1 '1&0)3-&(-

!

12

#

'0 2)0 $-&2/3$%&12 0&/(30&)) '$&013(&$/

!

'2

#

00 1'1 $-&-$3$%&2$ 0&%%30&$% '0&%%3/&2/

!%

02 $2 $)&0%3$'&1( 2&%-30&'% 1(&/-3$)&''

婚姻状况
$&''0 %&$/1 %&))1 %&2%/ W$&/'/ %&%))

!

未婚
$') $/&-/3$$&-$ 0&/230&-% '%&/$3(&$-

!

已婚
)(( $-&0/3$%&$$ 0&2-30&0( '1&'(3(&1$

子女数
1&2%$ %&%/' 1&-0- %&%)2 $&(1$ %&$0-

!

无子女
112 $-&(%3$%&(' 0&('30&// '$&%)3(&)-

!

$

个
2%0 $/&%03$%&'- 0&0(30&0( '1&203(&$-

!

1

个
$%) $2&2/3(&%) '&)(3'&-1 '1&0(3/&1)

第一学历
0&0)- %&%%0 0&%)( %&%%- 0&)2/ %&%%'

!

中专
1%2 $)&0/3(&)/ '&-(3'&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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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作特征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得分比较$

D3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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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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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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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不同工作特征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得分比较$

D37

%分&

项目
( 44

得分
:

"

' ! 56

得分
:

"

'

(

! 67

得分
:

"

' !

!%

$2 /$ $0&()3(&1' '&''3'&%( ''&('3$%&10

职称
%&2'- %&2/2 %&%(2 %&%($ 2&0$% %&%%2

!

初级
2%- $-&(-3(&(- 0&2/30&2% '$&/03/&/0

!

中级
1/( $-&'23$$&%) 0&)230&)% ''&$)3/&((

!

高级
'( $)&203$%&-' 0&-(30&0% 1/&'$3$'&)/

职务
$&222 %&$(( $&2'( %&1%' 1&%-( %&$%$

!

护士
2/' $-&-13$%&10 0&)230&0% '$&(/3(&%(

!

教学组长
$)1 $/&%03$$&') 0&(232&') '$&2$3(&2(

!

护士长
2( $2&'13/&-/ '&0(31&() '0&-/3(&02

!

其他护理管理者
'% $(&('3$%&00 0&0-30&'/ ''&1'3/&)'

承担教学任务类型
%&)(( %&)2% %&-(1 %&2-) $&'// %&1$-

!

理论课
1- $(&003(&2% 2&)'32&%' '$&1)3-&0)

!

实习带教
'-) $-&/%3$%&)% 0&2230&2' '1&)(3/&(-

!

见习带教
'' $/&%)3(&$0 2&1-30&(- '1&%(3/&''

!

理论
[

实习
22 $(&')3(&// '&-'31&(2 '%&%-3$%&))

!

理论
[

见习
2 $'&%%3)&2) '&0%3$&$0 '%&/%32&)'

!

实习
[

见习
$/% $-&'(3$%&0( 0&-'30&-2 '1&/23/&)-

!

理论
[

实习
[

见习
$2( $)&(-3$%&0- 0&)(30&22 '%&(13$%&1'

科室
$&')) %&100 %&2'- %&-%/ )&'') %&%%%

!

内科
1/( $/&$(3$%&(2 $/&$(3$%&(2 '1&0)3/&)2

!

外科
1-0 $)&)'3(&') $)&)'3(&') ''&-%3/&1'

!

妇产科
$2 $/&0%3(&-1 $/&0%3(&-1 '2&$'3/&01

!

儿科
' 10&)-3$%&2% 10&)-3$%&2% '%&)-3$%&)%

!

其他科室$包括门*

急诊#

OL\

及专科&

120 $/&$23$%&-( $/&$23$%&-( 1(&($3$%&0$

B

!

讨
!!

论

!!

职业倦怠是个体长期处于工作压力状态所出现

的一种负性的*个体化的认知与情感反应'

/

(

#不仅会

对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工作效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

响#还会降低护理质量#增加医疗差错发生的概率'

(

(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教师
44

和

56

得分均低于临界值#

67

得分高于临界值%职业倦

怠总检出率为
0%&'-Y

#其中轻*中*高度分别为

12&/-Y

*

$1&11Y

*

1&1/Y

#低 于 与 地 方 医 院 护

士'

1

#

)

#

$%

(

)分析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双师型

护理教师作为军队医院的中坚力量#荣誉感和自豪感

强#专业知识和社会阅历相对丰富#个人综合素质较

高#应对压力的能力也较强)$

1

&军队医院重视营造

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注重提高所属人员岗位胜任

力#为其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使其在工作中提

升自我价值认同和成就感)

本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护龄和教龄的双师型护

理教师职业倦怠维度不同)在
44

维度#教龄
$

#

'

年

者高于
0

#

$%

年*

%

$2

年者%

56

得分与护龄明显相

关#与
]\Ô 4̂8M_

等'

$$

(研究结果一致%在
67

维

度#

'2

#

00

岁年龄段得分最高#与国内外研究结果有

相同之处'

$1.$0

(

)

M7Q̂ 7LP

等'

$1

(研究结果显示#在

所有人口学变量的研究中#一致认为年龄与倦怠有

关#年轻员工的倦怠水平比较高)护龄和教龄短的年

轻双师型护理教师#正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社会地

位*工资福利待遇较低#临床和教学科研经验相对缺

乏#夜班频繁*知识急需积累*教师角色尚未适应等因

素对其造成了巨大压力#加之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尚

不够成熟#容易产生挫败感#失去工作热情#从而职业

倦怠较重)随着年龄*护龄*教龄的增长#高年资的双

师型护理教师在处理护患*医护*师生等人际关系时

更游刃有余#从而使职业倦怠程度降低)

本研究还发现#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受第一

学历影响)第一学历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并非呈线性#

本科以下者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即随着文化程度的

升高#倦怠程度越严重%但当第一学历为本科以上时#

该群体的倦怠程度降低#与徐蕴芳等'

$2

(的研究结果基

本一致)本次调查对象第一学历本科以下达到了

-)&'Y

#而最高学历本科以下却只有
$'&/Y

)提示双

师型护理教师虽然第一学历不高#但在工作实践中不

断积累经验*拓展知识#逐步提升学历层次#并通过自

己的能力指导学生提高知识水平#从而获得较高成就

感和自我价值体现)而硕士以上高学历双师型护理

教师倦怠程度较低可能与医院对其重视程度和个人

自豪感较高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

67

明显受职称和工作科室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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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级职称
67

得分低于初*中级#这个结果与

以往的报道不一致'

$)

(

)可能与部分高级职称的双师

型护理教师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职称已到上限#不能再

因职称晋升而带来成就感#进取心有所减退有关)

内*外*妇产科双师型护理教师的
67

高于其他科室#

与国内大多数研究基本相同'

$-.$/

(

)不同科室的工作

特点决定双师型护理教师之间的倦怠有差别)门诊

患者在经快速分诊治疗后或离院#或转入病房接受进

一步治疗#急诊却经常面对危急*突发的抢救工作#以

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而
OL\

则多为急危重症#患者病

死率高#此类科室相比内*外*妇产科较少体验到护理

工作在患者治愈过程中的成就感)

在本研究中#双师型护理教师职业倦怠不受职

务*性别*婚姻状况*最高学历*子女状况和承担教学

任务类型的影响)对于职务因素#与杨雨昕等'

$/

(研究

结果一致)对于性别因素#

P__648

等'

$(

(研究发现

性别与职业倦怠并无关系#而陈曲等'

1

(研究显示女性

医务人员职业倦怠高于男性)对于婚姻状况因素#

7̀ M7a

等'

'

(研究结果显示已婚者检出率明显高于

未婚者)对于学历层次#阿根廷的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

OL\

护士职业倦怠水平与学历无关'

0

(

#徐蕴芳

等'

$2

(研究表明学历越高的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程度越

轻)对于子女因素#吴静等'

1%

(认为有无子女与
56

呈

负相关)本研究出现与国内外研究不一致#这可能与

抽样有关#大多数文献研究对象涵盖了医护人员或所

有护士#而本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军医大学的双师型护

理教师#且男性样本不足
1Y

)加之军医大学双师型

护理教师除了临床护士和护理教师的双重身份#还肩

负军事卫勤保障的特殊使命#军队医院管理体制*工

作性质*工作环境与地方医院普通护士也有所不同#

因此反映出性别*婚姻*最高学历*子女状况的无差异

状态#尚待进一步论证)对于承担教学任务类型因

素#可能是由于双师型护理教师不论承担理论课还是

实习*见习带教#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和时间精力#

且教学对象均为军医大学护理专业在校学生#因此并

无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军医大学双师型护理教师存在一定程

度的职业倦怠#总体状况好于地方医院护士#但是双

师型护理教师作为医院的骨干#发挥着重要的带头示

范作用#

0%&'-Y

的发生率势必会对医护质量和教学

科研造成影响)医院应引起重视#重点关注低年资*

低职称*特殊科室的年轻双师型护理教师#并采取有

效措施预防和缓解职业倦怠的发生#使其以更高的工

作热情和更好的身心状态投入到护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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