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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专业自我概念在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效能感间的中介效应,为护理教育者采取针对性措施提

高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5所高校的328名护理硕士研究生,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

择业效能感量表、护理专业自我概念量表、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得分为

(3.32±0.64)分,专业自我概念得分为(2.70±0.36)分,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为(2.90±0.46)分。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专业自我概

念和择业效能感呈正相关,专业自我概念与择业效能感呈正相关(均P<0.05)。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择业效能感有显著正向预测

作用(P<0.05),在引入专业自我概念变量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择业效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P<0.05),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34.80%。结论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专业自我概念在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

效能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教育者应重视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及专业自我概念的培养和发展,以增强其择业信

心,从而作出有效职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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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mong
 

master
 

of
 

nursing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nursing
 

educators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Methods
 

Totally
 

328
 

master
 

of
 

nursing
 

students
 

from
 

25
 

universities
 

were
 

recruited
 

by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n
 

they
 

were
 

investigated
 

utilizing
 

a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
naire,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
 

the
 

General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Questionnaire
 

and
 

the
 

Nursing
 

Profes-
sional

 

Self-concept
 

Scale.
 

Results
 

The
 

students'
 

scores
 

of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an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were
 

(3.32±0.64),
 

(2.70±0.36)
 

and
 

(2.90±0.46)
 

respectively.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was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nd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atter
 

two
 

variables
 

(all
 

P<0.05).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on
 

effec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
cacy

 

(P<0.05),
 

and
 

it
 

wa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adding
 

a
 

mediator
 

of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P<0.05),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accounted
 

for
 

34.80%
 

of
 

the
 

total
 

effects.
 

Conclusion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among
 

master
 

of
 

nursing
 

students
 

is
 

at
 

a
 

medium
 

and
 

above
 

level,
 

and
 

their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plays
 

a
 

part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of
 

master
 

of
 

nursing
 

stud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confi-
dence

 

in
 

career
 

selection
 

and
 

make
 

effective
 

career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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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护理博士教育的开展,以及高级实

践护士职位的设立,护理硕士研究生面临着激烈的社

会竞争和就业压力。研究显示,择业效能感较低的护

理硕士研究生专业承诺较低,工作后的离职率高于本

科学历护士[1-2]。护理硕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护理人

才,是护理行业的中流砥柱,提高其择业效能感,对促

进其职业探索、职业技能发展及高质量护理人才队伍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自身

发展潜在可能性的认知、情感体验和行动倾向,是影

响个体职业决策和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3]。研究显

示,处于高水平未来时间洞察力者,往往对自身未来

生活认识清晰,能正确评估自身能力,就业信息收集

能力强,择业和就业积极性高,择业效能感较高[4-5]。
专业自我概念是个体对其职业知识、价值及技能的自

我评价[6],在个体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起着核心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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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7]。研究显示,护理专业自我概念越积极者,
其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感受到的就业压力越

小,择业效能感越高;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者护

理专业自我概念也越积极[8]。以往研究多探讨两变

量间的关系,根据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ocial
 

Cogni-
tive

 

Theory
 

of
 

Career)[9],个体差异、环境因素等会通

过交互作用影响个体择业效能感,从而影响个体职业

生涯发展。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生涯理论,探
讨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自我概念对

择业效能感的影响路径,揭示专业自我概念对择业效

能感的影响机制,为护理教育者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11~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

取华东(7所)、华南(4所)、华北(4所)、华中(2所)、
东北(2所)、西北(2所)、西南(4所)地区25所高校

的护理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全日制

在读护理硕士研究生;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
排除标准:非全日制教育形式或在职护理硕士研究

生;调查期间因病事假休学。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

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学位类型、生源

地、是否为独生子女、读研前有无临床工作经历、对护

理专业的兴趣。②大学生择业效能感量表。采用龙

燕梅[10]修订的大学生择业效能感量表,该量表包括

自我评价(5个条目)、信息收集(5个条目)、目标筛选

(5个条目)、制订计划(5个条目)和问题解决(5个条

目)5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
从“根本没有信心”到“完全有信心”依次计1~5分,
总分25~125分,得分越高表示择业效能感越高。该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67。③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

问卷。采用宋其争[11]编制的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问

卷。该问卷包括行为承诺(4个条目)、未来效能(3个

条目)、远目标定向(5个条目)、未来意象(4个条目)
和未来目的意识(4个条目)5个维度共20个条目。
采用4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依次计

1~4分,总分20~80分,得分越高表示未来时间洞

察力水平越高。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
重测信度为0.793。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4。④护理专业自我概念量表。采用杨

桂荣等[7]汉化的护理专业自我概念量表。该量表包

括灵活性(7个条目)、技能(5个条目)、领导力(4个

条目)、满意度(9个条目)、沟通交流(5个条目)5个

维度共30个条目。采用4级计分法,从“不同意”到
“同意”依次计1~4分,总分30~120分,条目均分>
2.5分或总得分>75分则表示护理专业自我概念积

极。该量表的中文版分半信度为0.86,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并有较好的内容效度[7]。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在选取的高校中指定调查

负责人,告知其本研究的目的及研究对象的纳入、排
除标准,确保其充分了解并取得其配合后,再由其负

责动员、指导本校的护理硕士研究生填写问卷。通

过网络平台点对点在线发放电子问卷,研究对象打

开网络链接或扫描二维码匿名填写问卷。题目均为

必答题,研究对象独立完成所有题目后方可提交问

卷。研究者逐一核查问卷填写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剔除明显不符合填写要求的问卷。本次调查共回收

有效问卷328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
层回归分析。借助Process插件,采用Bootstrap法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专业自我概念、未
来时间洞察力得分 见表1。

表1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专业自我概念、
未来时间洞察力得分(n=328)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择业效能感 83.09±16.07 3.32±0.64
 自我评价 17.05±3.35 3.41±0.70
 信息收集 16.66±3.32 3.33±0.65
 目标筛选 16.51±3.54 3.30±0.71
 制订计划 16.55±3.57 3.31±0.71
 问题解决 16.32±3.43 3.26±0.69
专业自我概念 80.13±10.88 2.70±0.36
 灵活性 11.07±3.06 2.83±0.51
 技能 14.28±2.55 2.86±0.51
 领导力 10.68±2.08 2.67±0.52
 满意度 22.57±4.05 2.51±0.41
 沟通交流 16.60±2.14 2.71±0.36
未来时间洞察力 57.92±9.20 2.90±0.46
 行为承诺 11.53±2.39 2.88±0.60
 远目标定向 14.37±2.90 2.87±0.58
 未来效能 8.93±1.93 2.98±0.64
 未来意象 11.86±1.90 2.96±0.47
 目的意识 11.24±3.11 2.81±0.78

2.2 不同特征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见表2。
2.3 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专业自我概

念与择业效能感的相关性 未来时间洞察力与专业

自我概念和择业效能感呈正相关(r=0.676、0.649,
均P<0.05),专业自我概念与择业效能感呈正相关

(r=0.621,P<0.05)。
2.4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影响因素的分层回

归分析 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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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专业自我概念变量后,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择业效能

感的作用系数β=0.384(P<0.05),表明专业自我概

念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效能感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结果见表3。
表2 不同特征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

(x±s)
t/F P

性别 2.701 0.007
 男 25 3.65±0.69
 女 303 3.29±0.63
年龄(岁) 0.056 0.946
 21~ 193 3.33±0.62
 25~ 103 3.31±0.68
 30~35 32 3.35±0.67
生源地 0.439 0.661
 农村 185 3.31±0.63
 城镇 143 3.34±0.66
独生子女 2.333 0.020
 是 96 3.45±0.67
 否 232 3.27±0.62
年级 1.181 0.308
 一年级 140 3.39±0.57
 二年级 103 3.27±0.69
 三年级 85 3.28±0.69
学位类型 0.872 0.384
 学术学位 97 3.37±0.65
 专业学位 231 3.30±0.64
读研前工作经历 1.406 0.161
 无 232 3.29±0.66
 有 96 3.40±0.63
对护理专业的兴趣 15.644 <0.001
 非常有兴趣 29 3.78±0.65
 比较有兴趣 140 3.47±0.62
 有一点兴趣 125 3.14±0.55
 几乎没有兴趣 34 2.99±0.68

表3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影响因素

的分层回归分析(n=328)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β SE β' t P
第1步 择业效能感 未来时间洞察力 0.823 0.063 0.589 13.062 <0.001
第2步 专业自我概念 未来时间洞察力 0.432 0.031 0.549 13.761 <0.001
第3步 择业效能感 未来时间洞察 0.536 0.075 0.384 7.126 <0.001

专业自我概念 0.663 0.106 0.374 6.245 <0.001

2.5 专业自我概念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效能感

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未来时间洞察力为自变量,专
业自我概念为中介变量,择业效能感为因变量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对择业效能

感影响的直接效应及专业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5
 

000次的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

含0,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择业效

能感,还能通过专业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预测择业效

能 感。直 接 效 应 和 中 介 效 应 分 别 占 总 效 应 的

65.20%和34.80%,见表4。

表4 专业自我概念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

效能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n=328)

效应 β SE 95%CI
相对效应

值(%)
总效应 0.589 0.063 0.699~0.947 -
直接效应 0.384 0.075 0.388~0.684 65.20
间接效应 0.205 0.046 0.120~0.301 34.80

3 讨论

3.1 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亟待提高 择业效

能感是个体基于自我认识、职业目标,对自己实施和

坚持与择业相关行为所需能力的信心,不仅决定个体

对择业活动的参与、投入程度及坚定性,还影响个体

职业目标的实现及潜能的开发[12]。本研究显示,护
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低于李

青[13]对本科实习护生的调查结果,与尤薇等[14]的研

究结果相似,提示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亟待提

高。分析原因可能是:①受传统观念及社会舆论的影

响,护士社会地位不高,部分学生选择护理专业是因

为专业调剂而来。本研究中,高达48.48%的护理硕

士研究生对护理专业仅“有一点兴趣”或“几乎没有兴

趣”,使得其在择业时往往处于消极状态。②护理是

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科,研究生主要有2个就业方

向,成为1名教师或1名护士,就业范围狭窄。多数

护理硕士研究生更想就业于学校,但多数学校要求申

请者需拥有博士学位。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其不仅注

重学历,也注重临床实践技能。虽然护理硕士研究生

在学术研究和理论知识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临床实

践技能可能不及本科生。③研究生作为求职者,对职

业发展前景、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声望和社会地位等

期望过高,与现实相比形成强烈反差。总体而言,护
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不容乐观,需要相关部门从

社会、学校、家庭3个层面出发,在充分理解和关心护

理硕士研究生的基础上,加强其就业辅导工作,引导

其建立正确择业观,帮助其了解自我及就业情况,提
高其择业效能感。
3.2 未来时间洞察力正向促进护理硕士研究生的择

业效能感 本研究显示,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

察力与择业效能感呈正相关,对择业效能感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P<0.05),说明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

洞察力水平越高,择业效能感越高,与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15-16]。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未来时间洞察力

作为有关未来的人格特质,能帮助个体根据预期评价

未来、设立目标、制订计划并采取行动,促使个体积极

地进行信息收集、寻求解决办法,这使得个体掌握更

多的职业知识与技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作出有效

职业决策[17]。高水平未来时间洞察力的护理硕士研

究生,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想象,善于积极争取有利于

自身发展的社会支持,能从更长远的角度分析择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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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加关注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内在稳定性因素,
希望获取职业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其在职业选择时具

有良好的自信心,处于职业决策的最佳状态。鉴于

此,建议护理教育者应关注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

洞察力的培养,可通过团体辅导、心理讲座等方式培

养,并注意职业辅导课程的实施应切实与研究生的未

来时间洞察力特点相结合[5],有针对性地提高护理硕

士研究生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
3.3 专业自我概念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择业效能感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未来时间洞察力不

仅可以直接预测择业效能感,还通过专业自我概念间

接影响择业效能感,专业自我概念在未来时间洞察力

对择业效能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34.80%,说明护理硕士研究生未来时间洞

察力水平越高,专业自我概念越积极,其择业效能感

越高。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越高的护理硕士研究生,
会更加积极地收集专业相关信息来加深自身对专业

的了解,以获得较高的专业自信及专业能力,使得其

专业自我概念更积极,职业认同感更强[15]。职业发

展理论指出,专业自我概念在职业决策过程中起着重

要作用,是职业价值取向的核心要素[18],拥有积极专

业自我概念者通常拥有较强的职业胜任力和职业信

念感,从而具有较高的择业效能感[19]。提示护理教

育者应重视对护理硕士研究生积极专业自我概念的

培养和发展,可通过导师制[20]、同辈咨询制[21]等方法

帮助护理硕士研究生正确认识职业获益和职业价值,
加强职业认同感,从而培养其积极的专业自我概念,
提高其择业效能感。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硕士研究生择业效能感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专业自我概念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

择业效能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提高护理硕士研究生

的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增强其专业自我概念,能提

高其择业效能感。建议护理教育者应重视护理硕士

研究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及专业自我概念的培养和发

展,以增强其择业信心,从而作出有效职业决策。本

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且样本量偏小,代表性有限。今

后可加大样本量并进行纵向研究,深入探讨护理硕士

研究生择业效能感的其他影响因素及针对性培养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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