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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三甲医院实习护生专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实习护生专业认同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

2020年10-12月于北京市5家三甲医院生产实习的392名护生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专业认同调查问卷、压

力知觉量表和临床沟通量表调查,并分析结果。结果 实习护生的专业认同得分为(83.84±10.84)分、压力感

知得分为(23.43±7.13)分、沟通能力得分为(89.49±11.06)分。在专业认同感的6个维度中,专业期望条目

均分最高,专业情感条目均分最低,专业技能和专业期望条目均分高于问卷平均。护生的专业认同与压力感

知、沟通能力总分和各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P<0.05)。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实习护生专业认同与沟通能

力呈正相关(β=0.28),与压力感知呈负相关(β=—0.31),压力感知与沟通能力呈负相关(β=—0.41)。
结论 三甲综合医院实习护生专业认同处于一般水平,提升沟通能力是增强专业认同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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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问题是诸多学科领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之一,如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专业认同是个体对社

会所赋予专业角色的认识和态度,内心接受该专业并

对其做出的积极感知和正面评价[1]。在护理专业,高
水平的专业认同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未

来良好职业素养的基础[2]。
临床实习阶段是专业学习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

段护生要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进一步认识、理
解、领悟和诠释护理专业是护生向护士转变的必经之

路。护生实习阶段的专业认同水平对其护士角色适

应与转变,树立专业信念有重要意义,将不同程度地

影响护生毕业后的工作表现和专业行为。本研究旨

在调查三甲医院实习护生专业认同现状,分析专业认

同的相关因素,以期为提升护生专业认同、促进护理

队伍的稳定性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0—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

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宣武医院、阜外心血管医院进

行生产实习的392名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研究期间在北京市三甲医院进行生产实习,实习

时长满3个月;(2)专业为护理学,培养方式为全日

制,培养层次为本科、专科;(3)知情同意,自愿参与。
排除标准:(1)各种原因无法联系者;(2)经解释不愿

意配合者;(3)因病假、找工作等原因暂时中断实习

者。392名参与调查的护生中,男30名(7.7%),女
362名(92.3%),年龄(22.78±2.21)岁。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主要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所在学校、实习医院名称、户口所在地录

取方式、就读原因等。(2)专业认同感调查问卷,由胡

忠华[3]编制。问卷包括专业认识、专业情感、专业意

志、专业价值观、专业技能、专业期望6个维度,共30
个条目。问卷的有序变量条目有25个,采用Likert5
级评分。满分为125分,总分25~50分为不认同,>
50~100分为一般认同,>100~125分为高度认同。
另有5个无序变量测量影响因素。问卷内容效度指

数为0.8,重 测 信 度 为 0.7。(3)压 力 知 觉 量 表

(CPSS),由COHEN编制,杨廷忠等[4]汉化。量表包

括紧张感和失控感2个维度,共14个条目,每个条目

采用0~4分Likert5级评分。其中4、5、6、7、9、10、13
题为反向计分。量表总分0~28、>28~42、>42~56
分分别表示压力正常、压力较大、压力过大。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78,结构效度符合理论构想。
(4)临床沟通量表,由杨芳宇[5]编制。量表包括6个

维度,共28个条目,采用1~4分Likert4级评分。得

分越高,表明沟通能力越强。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

0.84,Cronbach’s
 

α系数为0.86,重测信度为0.80。
1.2.2 调查方法

采用便利取样法,使用问卷星软件进行调查,设
定每个移动设备只能答卷1次,全部答完才能提交问

卷。通过医院实习护生微信群转发,邀请研究对象参

与,但自愿调查。共回收392份有效问卷,将其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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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Pearson检验分析其相关性,采用A-
MOS

 

21.0分析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护生专业认同、压力感知和沟通能力得分

在专业认同感的6个维度中,专业期望条目均分

最高,专业情感条目均分最低,专业技能和专业期望

条目均分高于问卷平均,见表1。
表1  护生专业认同、压力感知和沟通能力

   得分情况(x±s,分)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专业认同 83.84±10.84 3.35±0.84

 专业认识 15.69±2.68 3.14±0.81

 专业情感 14.81±3.11 2.96±0.84

 专业意志 17.99±4.30 3.00±0.98

 专业价值观 3.05±0.87 3.05±0.87

 专业技能 19.99±2.30 4.00±0.72

 专业期望 12.31±1.48 4.10±0.79

压力感知 23.43±7.13 1.67±0.99

 紧张感 11.06±4.45 1.58±0.99

 失控感 12.35±3.55 1.76±0.99

沟通能力 89.49±11.06 3.20±0.73

 建立和谐关系 19.93±3.00 3.32±0.76

 敏锐倾听 17.27±2.71 3.45±0.64

 确认患者问题 16.94±2.68 3.39±0.68

 共同参与 10.65±2.57 2.66±0.87

 传递有效信息 8.85±1.67 2.95±0.77

 验证感受 15.81±3.03 3.16±0.72

2.2 护生专业认同与压力感知、沟通能力的相关性

分析

护生的专业认同与压力感知、沟通能力总分和各

维度分之间存在相关性(P<0.05),见表2。
2.3 实习护生专业认同、压力感知、沟通能力的关系

模型

以临床沟通能力为自变量、专业认同为因变量,
压力为中介变量建立假设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验证此假设模型。根据Pearson相关性分析的结

果,专业认同中的“专业期望”变量与压力感知、沟通

能力各变量之间均无相关性(P>0.05),故在模型分

析中排除“专业期望”。本研究对初始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修正指标确定了各误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模型

得到拟合,见图1。
在模型中,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24,调整拟

合指数(AGFI)为0.910,比 较 拟 合 指 数(CFI)为
0.962,标准化适配指数(NFI)为0.917,上述指数

均>0.9;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74(<
0.08),表明本研究中结构方程模型符合参照标准,方
程拟合情况较优。实习护生专业认同与沟通能力呈

正相 关 (β=0.28),与 压 力 感 知 呈 负 相 关 (β=
—0.31),压 力 感 知 与 沟 通 能 力 呈 负 相 关 (β=
—0.41)。

图1  实习期护生专业认同与压力感知、沟通能力相关性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表2  护生专业认同与压力感知、沟通能力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r)

项目 专业认同总分 专业认识 专业情感 专业意志 专业价值观 专业技能 专业期望

压力感知总分 -0.191a -0.173a -0.186a -0.115 -0.112 -0.168a -0.021

 紧张感 -0.203b -0.195a -0.186a -0.131 -0.105 -0.185a 0.015

 失控感 -0.130a -0.101 -0.141a -0.067 -0.094 -0.108 -0.059

沟通能力总分 0.389b 0.228a 0.314b 0.303b 0.234b 0.508b -0.046

 建立和谐关系 0.354b 0.219b 0.317b 0.302b 0.184a 0.420a -0.101

 敏锐倾听 0.287b 0.185a 0.226b 0.206b 0.119a 0.448b -0.094

 确认患者问题 0.231b 0.109 0.195b 0.182a 0.156a 0.349a -0.093

 共同参与 0.174a 0.066 0.112 0.171a 0.122 0.169a 0.086

 传递有效信息 0.278b 0.166a 0.180a 0.228b 0.192b 0.337b 0.067

 验证感受 0.307b 0.208b 0.256b 0.188b 0.226 0.404b 0.007

  a:P<0.05;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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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以往对于专业认同的研究,多在探讨不同特征护

生专业认同的差异,以及探索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立足多因素、多变量,从不同视角构建了专业

认同与压力感知、沟通能力的作用机制框架,深入分

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专业认同得分方面,按照量表

的划分标准,处于一般认同水平。本研究专业认同得

分[(83.84±10.84)分]高于杨萍萍等[6]对山西省高

校护生的调查结果[(62.99±9.32)分],与李萍等[7]

对湖北省高校护生的调查结果[(85.11±11.30)分]
相近。护生专业认同水平的提升可能与社会需求增

加、护理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

间公众对护士的认可程度提升有关[8-10]。
实习护生的压力感知得分为(23.43±7.13)分,

低于 量 表 临 界 值 (25/26 分),也 低 于 刘 青 等[11]

[(34.70±5.30)分]和刘婷[12]的调查结果[(37.92±
3.58)分]。本研究中,实习护生压力强度处于中等水

平。在沟通能力方面,本研究护生得分[(89.49±
11.06)分]高于刘云[13]对高职实习护生的调查结果

[(85.91±10.44)分],护生沟通能力处于较好水平。
与高职护生比较,本、专科护生在校期间学习了更多

的人际沟通课程,对于沟通的类型、方式、技巧等有更

好地掌握。同时,本、专科护生对于疾病相关知识的

学习更为深入,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患者

的相关问题。
本研究发现,实习护生专业认同与沟通能力呈正

相关(β=0.28),与压力感知呈负相关(β=—0.31),
压力感知与沟通能力呈负相关(β=—0.41),说明专

业认同受沟通能力和压力感知的影响,提升实习护生

的沟通能力,有助于提升其专业认同;沟通能力的提

高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从而间接提升护生的专业认

同水平。目前,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学会已经将沟通能

力定义为护理专业教育中的核心能力之一[14]。我国

护理教育中对护生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也应不断予

以重视。
综上所述,可以通过开设和强化沟通交流相关课

程,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同伴学习等多种形式和

手段来提升护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在临床实习过程

中,不仅要重视临床技能的学习,也应重视和关注护

生沟通能力的培养,及时发现、评估护生在沟通中的

问题,通过讨论、反思等方式不断提升护生的沟通能

力。通过院校携手,共同努力,促进护生沟通能力的

提升,不断提高护生的专业认同,促进护生专业行为,
为护理队伍的发展做好人力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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