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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院护理职业生涯专业贡献规划图的介绍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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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美国医院护理职业生涯专业贡献规划图的定义、产生背景、绘制步骤及实际应用。专业贡献规划图通过帮助护士主动

定义工作的意义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方案,从而实现自身期待的对专业的贡献。提出其对我国护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启示包括

提升护士个体的主动性,鼓励团队成员间的互动和包容,加强系统层面的引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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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的职业生涯规划影响着护士个人职业、护理

质量和护理学科的发展,正逐渐受到关注。本文第一

作者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赴美国华盛顿国

家儿童医院(Children's
 

National
 

Hospital)护理科

学、专业实践和质量结局部门(Department
 

of
 

Nur-
sing

 

Science,Professional
 

Practice,and
 

Quality
 

Out-
comes,NSPPQ)访 学。该 部 门 执 行 主 任 Pamela

 

Hinds教授及其团队认为护理职业生涯应富有个人

和专业的意义,由此提出专业贡献规划图(Legacy
 

Map)这一护理职业生涯规划策略方法[1],旨在补充

传统的护理岗位目标设定,帮助护士反思“什么是有

意义的护理专业贡献”,主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实

现个人职业目标同时完成系统的愿景和规划。目前

专业贡献规划图已得到全美多个医院和专业团体认

可并应用。本文以NSPPQ部门实例,对专业贡献规

划图的定义、产生背景、绘制步骤和应用进行介绍,旨
在为我国护士职业生涯发展的设计和规划提供参考。

1 专业贡献规划图的定义和产生背景

1.1 定义 “Legacy”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已故者通过

有目的的法律声明遗赠给他人或机构的事物。当被

用于职业发展时,该词具有相关但不同的含义,即特

指个体在本专业领域被认可和传承的事物。专业贡

献规划图是指通过描绘具体的步骤形成个体化的职

业生涯规划,实现个人对本专业的贡献。护理职业生

涯专业贡献规划图旨在帮助护士定义护理专业的意

义,明确个人所期望实现的专业贡献,进而绘制形成

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1]。

1.2 产生背景

1.2.1 方法学 专业贡献规划图旨在按照时间序

列,通过绘图的方式,帮助处于任何职业阶段的规划

者系统全面地审查其已有的职业历程,厘清职业预期

目标,绘制预设的职业发展轨迹[1]。类似的方法还包

括关注职业发展里程碑的职业制图学(career
 

cartog-
raphy)[2]。
1.2.2 职业规划视角 当前对于护理职业生涯规划

主要有两种视角,即完成工作目标和实现工作意义。
专业贡献规划图从实现工作意义视角,借鉴传统的目

标制定步骤,帮助护士在实现自身所赋予的工作意义

的过程中进行规划。完成工作目标是常见的职业生

涯规划视角,它将职业成功定义为实现系统为个人既

定的目标[3]。例如医疗系统通过设定护士能级晋升

阶梯,明确每一能级的护士所需达到的专业知识、技
能和能力目标,要求护士所在团队提供相应的支持实

现能级晋升,达到系统所设定的目标。该视角认为清

晰的职业目标有助于护士明确其在系统中职业发展

路径,适合新晋或低年资护士在工作初期按照系统既

定的所在岗位能级晋升方案,进行职业发展规划。实

现工作意义的视角来自社会建构主义。该视角关注

护士如何通过赋予工作意义实现自我价值,思考如何

通过个人工作给所从事的专业带来积极的改变。与

前一视角关注个人如何胜任特定工作任务不同,实现

工作意义的视角更个体化。研究显示,当个体真正发

现工作的意义时,往往更愿意承担重大的责任,有较

低的离职意愿和较高的工作满意度[4]。在护理领域,
该视角下的职业发展规划需要护士深度反思当下工

作经历,定义护理工作的意义,思考个人如何为护理

专业作出贡献。这对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护士进一步

思考职业发展方向、规划职业发展尤为有益。
2 专业贡献规划图的绘制步骤和实例

2.1 绘制步骤 在专业贡献规划图绘制前,绘制者

需要定义自己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反思自己希望能为

专业作的贡献是什么。该阶段可通过询问自己“我希

望为护理事业作出怎样的贡献?”“是什么激励我从事

护理工作?”“我想在护理专业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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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我怎样才能使护理专业变得更好?”“我最想为

护理专业贡献什么?”等问题。经过重要的反思后,开
始进入绘制过程。

首先,绘制者将个人所期待的专业贡献(可有1
项或多项)作为职业发展目标放在规划图的远端方框

中。随后,绘制者回到规划图的近端,分析自己当前

负责或参与的工作内容,结合所在团队和工作情景思

考实现目标的过程。可询问自己:“到目前为止,我已

经或正在做什么工作,它们将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帮助

实现我的专业贡献?”“在此基础上,下一步我需要做

什么?”等问题。按照从近端到远端(自上而下或从左

到右)的顺序,在现有基础上制定下一步计划,并进而

制定远期计划。绘制者可以用实线箭头关联每一计

划步骤之间的关系,用虚线连接那些正处于考虑中的

步骤,直至接近位于远端的专业贡献(即职业发展目

标)。最后,在规划图底部用线隔开区域,标注“其他

活动”。在该部分可询问自己:“目前有哪些任务和活

动正在竞争性影响我的时间和精力?”“我是否需要停

止这部分内容?”“职责要求我必须要对这部分任务负

责,但我可以思考如何合理分配时间及与他人协调沟

通。”如此循环,通过多轮反思最终完成专业贡献规划

图绘制。在个人完成专业贡献规划图后需要与所在

团队沟通,建议定期(至少每年更新1次)或在岗位调

动时进行更新。
2.2 实例 1名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工作背景的护理

科学家(nursing
 

scientist)的专业贡献规划图,经过授

权后翻译成中文,见图1。

图1 专业贡献规划图实例

3 专业贡献规划图的实际应用

在NSPPQ部门,专业贡献规划图绘制已成为成

员的一项传统,这个部门成员包括护理科学家、护理

质量管理经理(Quality
 

Manager)、护理专业发展经

理(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nager)、高级实践护

士、项目协调员、数据分析师、医学图书馆员和行政人

员。所有成员均在入职3个月内绘制自己的规划图。

3.1 个体层面的应用 作为一种视觉辅助职业生涯

规划工具,专业贡献规划图帮助个人明确工作意义,
设定合适的目标,梳理目前工作内容与职业目标之间

的关系。通过有序地呈现实现目标的计划内容和进

展,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旨在实现目标的各项重要工

作上。如图1的绘制者明确其未来的专业贡献之一

是“提升少数族裔儿童的健康照护水平”,她的计划包

括参加专业委员会、开展相关研究课题、进入跨学科

团队、得到医院和护理学院双聘岗位等方面。

护理职业生涯可受到政策变化、技术发展、知识

更新、工作调动等各种因素影响。当有新的工作机遇

时,个人需针对规划图反思其与自身目标之间的关系

来做决定。“其他事项”提醒个人关注那些消耗时间

精力但与最终目标无关的其他竞争性事务。如NSP-
PQ部门1名护理科学家的研究方向涉及儿童肿瘤照

护领域,收到院内外多个专业委员会的邀请。但其很

快意识到这会消耗大量时间,于是与部门主任根据其

规划图对这些机会进行讨论,再次明确职业发展规

划,最终谢绝了与规划图不相契合的邀请。

3.2 组织层面的应用 专业贡献规划图经所有成员

的同意可在部门内分享。在内部会议上可由每名成

员展示其所赋予工作的意义、自身定位的专业贡献和

规划。成员参考医院愿景和使命,听取团队成员的意

见,以获得团队成员和部门领导的支持。如 NSPPQ
部门负责内容中,全院皮肤伤口的护理实践规范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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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要团队中的高级伤口造口师、护理科学家和质

控管理者的合作。在他们个人规划图中分别以伤口

护理专科的发展、此领域科研设计和管理流程的改进

等形式呈现。部门主任立刻着手创造机会,提供资

源,鼓励3人在日常工作中彼此合作。
专业贡献规划图需要定期持续地更新。NSPPQ

部门要求成员每年对规划图进行回顾性自查,更新规

划图的内容,评估个人专业贡献规划与实际工作任务

的匹配度。每年部门绩效考核时,也会同时考虑以上

两者的达成情况。
4 专业贡献规划图对我国护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

启示

4.1 提升护士个体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中的主动性

 目前我国护理队伍正在逐渐壮大,传统的护理职业

发展阶梯以临床护理工作为核心,重视在每一阶梯对

护士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期望护士能成为护理教

育者、管理者、研究者或临床护理专家等角色。然而,
专业成就感并不能完全通过外在目标的获得来实

现[5]。对于有一定年资的护士进入职业生涯瓶颈期

时,管理者更需要思考如何激发护士的内部驱动力使

其获得和维持专业满足感。建议应用专业贡献规划

图聚焦护士个体对自身职业发展和专业贡献的定位。
鼓励护士在实现工作目标同时主动地赋予护理工作

意义。即通过锚定长远的专业贡献,影响当前各类工

作目标的设定,通过制定详实的路线图促进各类工作

目标的达成,把专业贡献和岗位要求整合在日常护理

工作中[6]。
4.2 鼓励团队成员间互动和包容 护士身处于各个

临床专科团队之中,其职业生涯发展与团队密不可

分。专业贡献规划图具有个体化和前瞻性的特点,但
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可因为某些原因(如岗位内容与

自身定位的专业贡献并不完全一致)出现计划实现困

难的情况。这需要团队领导者预见到这些可能的情

景,提倡团队成员采取包容的态度。建议通过定期召

开更新会议,鼓励团队成员有效沟通,比对现有工作

内涵和资源,澄清个人专业贡献目标,彼此协商最终

作出维持或修改成员个体现有规划图的决定。该过

程有助于在专业价值观层面帮助各成员明晰各自职

业发展目标和路径,有助于成员在日常工作中理解、
包容和合作。
4.3 加强系统层面引领和支持 护士对专业贡献体

现在其与患者、家属、团队的互动等日常工作中。但

护理管理者需要意识到,护士所赋予的专业意义超越

了“患者日常护理工作、护理科研项目、实习生带教”
等具体化岗位的胜任要求。其关注的是如何尽个人

最大努力给护理专业发展带来改变,即个体所希望

“自己将如何被专业所记住”[7]。专业贡献规划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护士个体,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系统层面的

引领和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可包括:持续评估当

前的工作(如定期召开护士主导的多学科合作工作

坊)是否符合系统愿景、团队目标和个人期待实现的

专业贡献;关注那些可竞争性影响护士实现专业价值

的事务;支持护士把专业贡献规划图所呈现的职业目

标(如通过获得学位在某一专业领域得到发展)与所

在系统的优先事项(提升护士整体学历和科研水平)
相匹配,定期进行回顾和修订。同时,管理者可根据

护士的专业贡献规划图进行恰当的资源分配(如参加

学术会议和专业培训等),最终实现个人和系统互赢。
综上所述,专业贡献规划图通过帮助护士主动定

义工作的意义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方案,从而实现自身

期待的专业贡献。目前该规划图正在通过工作坊的

形式在美国医院和医学院校中推广,以期帮助临床护

士和在校攻读不同学位的护理专业学生早日从赋予

专业的意义视角建构职业规划。对我国护理发展而

言,目前迫切需要探索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借鉴

专业贡献规划图帮助护士制定个体化的职业发展规

划。需要深入研究发展我国情景下的护理专业贡献

意义、本土化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促进我国护士职

业生涯发展的策略[8]。从而真正稳定护士队伍,提升

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
(本文得到美国华盛顿国家儿童医院护理科研顾问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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