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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选取2017年

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进修的150名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

问卷及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进修人员在工作被认可、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得分最高,在工

作本身、工作负荷得分最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务、职称、护士长的工作安排、教学计划/实施/反

馈、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平、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对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有影响(P<
0.05)。结论 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整体水平较高,但在管理、工资及福利、工作本身、工作负荷方面仍需

改善,护理管理者应充分重视高级别职称/职务进修人员,持续优化护理进修管理工作流程,进一步提高护理进

修人员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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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修学习是护理人员提高专业水平的必要途径。
护理进修人员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其满意度也是大型综合医院实力的重要体

现[1]。了解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现状、分析相关

影响因素、持续优化护理进修管理流程是护理管理者

亟待解决的问题[2-9]。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
解某三级甲等医院护理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的工作

满意度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进护理进修管

理流程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选取2017
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市某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进修的150名护士。纳入标准:(1)有护士执业证

书;(2)年龄≥18岁;(3)进修期限≥3个月;(4)知情

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在进修期间因故提前

终止研究的人员。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行编制的《一般资

料表》收集资料,包括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职务、职称和进修期限、护士长的工作安排、教学

计划/实施/反馈、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平、
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等。(2)工作满意度

量表:采用陶红等[10]研制的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进行

评估,包括工资及福利、管理、工作负荷、家庭和工作

的平衡、与同事的关系、个人成长及发展、工作本身、
工作被认可8个维度共38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5
级计分法,“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不确定”“满意”
“非常满意”依序赋值1~5分,分数越高,表示护士工

作满意度越高。邀请多名副高级以上护理专家对问

卷效度进行评定,内容效度指数为0.96。通过30名

护理进修人员进行预试验,测得问卷Cronbach’s
 

α为

0.815,问卷信度、效度良好。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研究者利用医院护理进修人

员集体学习或开会的时间发放问卷并当场收回。共

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6份,其中有效问卷138份,
有效回收率为9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 ANOVA分析、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务、职称、护士长的工作

安排、教学计划/实施/反馈、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

业务水平、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的工作满

意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和条目得分情况

护理 进 修 人 员 在 进 修 期 间 工 作 满 意 度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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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1±0.355)分,处于较高水平,各维度得分从高

到低依次为工作被认可[(4.788±0.663)分]、家庭和

工作的平衡[(4.788±0.663)分]、与同事的关系

[(4.764±0.653)分]、个人成长及发展[(4.763±
0.680)分]、管理[(4.758±0.671)分]、工资及福利

[(4.728±0.748)分]、工作本身[(4.721±0.708)
分]、工作负荷[(4.714±0.749)分]。

 

表1  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构成比[n(%)] 得分(x±s,分) P

性别 0.780

 男 2(1.45) 4.823±0.250

 女 136(98.55) 4.753±0.353

年龄 0.046

 18~25岁 16(11.59) 4.913±0.143

 >25~30岁 46(33.33) 4.813±0.240

 >30~40岁 70(50.72) 4.679±0.426

 >40岁 6(4.35) 4.672±0.417

进修期限 0.786

 3~<6个月 114(82.61) 4.747±0.355

 ≥6个月 24(17.39) 4.768±0.363

文化程度 0.003

 大专以下 20(14.49) 4.896±0.190

 本科及以上 118(85.51) 4.726±0.371

职务 0.001

 护士长 14(10.14) 4.954±0.098

 教学老师 26(18.84) 4.906±0.245

 无 98(71.01) 4.680±0.380

职称 <0.001
 

 副高以上 2(1.45) 4.984±0.022

 主管护师 44(31.88) 4.872±0.166

 护师 74(53.62) 4.747±0.374

 护士 18(13.04) 4.442±0.448

护士长的工作安排 <0.001

 1分 0 0

 2分 3(2.17) 3.849±0.071

续表1  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构成比[n(%)] 得分(x±s,分) P

 3分 4(2.90) 4.567±0.295

 4分 5(3.62) 4.844±0.205

 5分 126(91.30) 4.778±0.332

教学计划/实施/反馈 0.004

 1分 0 0

 2分 2(1.45) 3.997±0.888

 3分 6(4.35) 4.655±0.172

 4分 2(1.45) 4.779±0.313

 5分 128(92.75) 4.770±0.340

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

业务水平
0.036

 1分 0 0

 2分 2(1.45) 4.516±0.022

 3分 3(2.17) 4.266±0.416

 4分 7(5.07) 4.461±0.189

 5分 126(91.30) 4.786±0.344
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
尊重意识

0.025

 1分 0 0

 2分 2(1.45) 4.222±0.016

 3分 2(1.45) 4.271±0.005

 4分 2(1.45) 4.475±0.001

 5分 132(95.65) 4.774±0.346

2.3 工作满意度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总分作为因变量,将
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对无序分

类变量设置哑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

赋值见表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务、职
称、护士长的工作安排、教学计划/实施/反馈、教学科

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平、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

重意识是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
0.05),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方式

自变量 赋值方式

性别 男=1,女=2

年龄 18~25岁=1,>25~30岁=2,>30~40岁=3,>40岁=4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下=1,本科及以上=2

职务 护士长=1,教学老师=2,无=3

职称 副高以上=1,主管护师=2,护师=3,护士=4

护士长的工作安排 1分=0,2分=1,3分=2,4分=3,5分=4

教学计划/实施/反馈 1分=0,2分=1,3分=2,4分=3,5分=4

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平 1分=0,2分=1,3分=2,4分=3,5分=4

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 1分=0,2分=1,3分=2,4分=3,5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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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β t P VIF

常数 3.958 0.396 10.003 <0.001

年龄 -0.065 0.033 -0.138 -1.940 0.055 1.065

文化程度 -0.071 0.072 -0.071 -0.989 0.325 1.077

职务 -0.100 0.038 -0.188 -2.612 0.010 1.093

职称 -0.126 0.037 -0.242 -3.377 0.001 1.081

护士长的工作安排 0.092 0.030 0.222 3.127 0.002 1.064

教学计划/实施/反馈 0.078 0.033 0.171 2.369 0.019 1.093

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平 0.078 0.039 0.147 1.994 0.048 1.150

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 0.109 0.044 0.181 2.456 0.015 1.145

  R2=0.389,调整R2=0.351,F=10.257,P<0.001,D-W值=1.60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总体

水平较高,这与该调查单位重视护士进修工作密不可

分。8个影响因子中得分较高的4个因子分别是工作

被认可、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与同事的关系、个人成长

及发展,表明护理进修人员所在群体有良好的人际氛

围,也可能与护理进修人员在该调查单位掌握更多的

专科技能知识相关,但值得关注的是,家庭和工作的

平衡得分较高,并非人们所料“护士经常倒班致生活

规律受影响”而成为护士职业的主要压力,护士大多

能珍视并较好地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工作满意度得分较低的4个因子为管理、工资及

福利、工作本身、工作负荷。护士队伍不稳定,护士人

员数量的急剧减少,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1]。
工作负荷越大,工作满意度越低[12]。护士人力配比减

少,随之带来的就是在岗护士的个人平均工作量增

大,工作负担重[13],如何对护理进修人员“减负不加

码、轻装上阵”已成为护理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关注

内容。
护理进修人员在进修单位目前没有工资发放标

准,且目前该进修单位仅对表现出色的护理进修人员

给予适当鼓励及表彰,进而也导致护理进修人员角色

适应性差,出现对工资福利满意度相对较低这一现实

情况[14]。护理管理者应提高护理进修人员的福利待

遇,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对护士的激励机制,建立公平、
合理且具有竞争力的奖励体系。其次,护理进修人员

对工作本身满意度相对较低,应注意改善护理人员工

作条件,尤其要尊重护士、爱护护士,多与护理进修人

员沟通交流,及时听取护理进修人员合理化建议,调
动各级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满意度[15],激发

他们的责任感、自豪感、价值感,稳定护理队伍[16]。
本研究结果显示,职务、职称是护理进修人员工

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原因可能是高级别职称、职务

的护理进修人员对工作本身、医院护理管理、自身发

展、组织环境及工作汇报等内容有更高的要求及独到

的见解,建议护理管理者在保证护理进修人员施行规

范化培训效果的前提下,充分重视高级别职务、职称

护理进修人员的进修需求,落实改进措施[17-19],进一

步完善护理进修培训标准及流程,以满足不同级别的

护理进修人员的进修需求。本研究发现,管理是护理

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得分较低的一项。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护士长的工作安排、教学计划/实

施/反馈、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平、教学护士

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是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有研究[20-21]指出,护士长及教学教师对护

理进修人员的态度会影响科室其他护士对护理进修

人员的态度,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护理进修人员对护

士长及教学教师的教学/尊重意识越好,工作满意度

越高。同时,也提示该教学单位应对护理进修人员高

度重视,保障良好的工作环境及教学氛围。
作为护理管理者,实施规范化护理及标准化护理

教学流程是减少患者并发症、提高医患满意度的必要

途径[22]。规范化培训的必要性同样适用于护理进修

人员的培养项目,护理管理者应重视护理进修人员的

个体感受及反馈评价内容,建立完善的考核评价制

度,持续优化护理进修管理流程[23]。
本研究仅限于1所三级甲等医院护理进修人员,

今后可进行更大样本量的不同等级医院的研究。此

外,本研究纳入的影响因素为护理进修人员的个人因

素和主观因素,今后的研究中应纳入更多护理管理及

教学培训者提供的客观性因素。
综上所述,该教学单位护理进修人员工作满意度

整体水平较高,但需进一步完善护士长的工作安排、
教学计划/实施/反馈,教学科室的管理水平与业务水

平、教学护士的教学意识/尊重意识等方面。护理进

修人员工作满意度受多种因素影响,护理管理者应针

对相关因素制订改进措施[24],提高护理进修人员的工

作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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