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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开展护理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

护士人文执业能力量表和护士职业价值观量表对300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人文执业能力得分为(100.61±13.40)分;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婚姻状况、读研前临床护理工作年限、家人的关心程度和职业价值

观是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有待

加强,护理教育者应制订针对性培养方案,强化学生的人文护理意识、培训人文关怀技能、营造人文关怀氛围和注重职业价值观的

引导,以提升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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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among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its
 

in-
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ducting
 

nursing
 

edu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00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a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the
 

Nurse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Scale
 

(NHPAS)
 

and
 

the
 

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Scale-R
 

(NPVS-R).
 

Results
 

The
 

participants'
 

NHPAS
 

score
 

was
 

(100.61±13.40)
 

poin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arital
 

status,
 

years
 

of
 

clinical
 

nursing
 

work
 

before
 

master
 

education,
 

family
 

care
 

and
 

the
 

score
 

of
 

NPVS-R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in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students
 

(P<0.05
 

for
 

all).
 

Conclusion
 

The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in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develop
 

targeted
 

cultivation
 

programme,
 

strengthen
 

students'
 

awareness
 

of
 

humanistic
 

care,
 

train
 

humanistic
 

care
 

skills,
 

create
 

a
 

humanistic
 

care
 

atmosphe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value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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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关怀既是构建和谐护患关系的需要,也是护

理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1]。护士人文执业能力是护

士在进行人文关怀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技巧,包括

人际沟通能力、人文关怀实践能力、心理调适能力、伦
理与法律实践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5个要素[2]。护

士人文执业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是评估

护理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3]。护士职业价值观是护

士的职业认知和态度,以及自身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

向往[4]。《全 国 护 理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25
年)》[5]提出,医疗机构应加强护士职业价值观的引

导,强化护理人文关怀,最终实现优质护理服务扩面

提质。近年来,我国护士人文执业能力的研究多针对

临床护士、规培护士等群体,且人文执业能力水平差

异较大[6-8]。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研究生作为未来临床优质护理服务

的骨干力量,其人文执业能力必然会影响护理队伍的

整体人文护理水平[9]。本研究对MNS研究生人文执

业能力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护

理教育者制订针对性教育方案,提高 MNS研究生人

文执业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采用便利

抽样法抽取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4省的8所普通

医学院校的2019~2021级 MNS研究生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全日制在读;②有临床实践经历,已
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③自愿参与本研究,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研究期间休学者。本研究以护士人文

执业能力为主要观察指标计算样本量,根据预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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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σ=12.23,δ=1.52,α取0.05,带入公式n=
(uα/2σ/δ)2=249,并考虑10%~20%无效问卷,样本

量为277~311。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

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年级、
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工作经历、是否参加过人文相关

培训等11项内容。②护士人文执业能力量表。采用

颜海萍[2]编制的量表,包含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3
个条目)、人文关怀实践能力(10个条目)、人际沟通

能力(6个条目)、心理调适能力(4个条目)和自我管

理能 力(3个 条 目)5个 维 度 共26个 条 目。采 用

Likert
 

5级评分法(1~5分),量表总分为26~130
分,得分越高代表人文执业能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 数 为0.965,各 维 度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67~0.934。③护士职业价

值 观 量 表 (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Scale-R,
NPVS-R)。由 Weis等[10]于2000年编制,本研究采

用陈天艳[11]汉化的中文版量表,量表包括行动主义

(8个条目)、责任自由和安全(5个条目)、提供照顾

(10个条目)和信任(3个条目)4个维度共26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量表总分为26~130分,
得分越高代表护士有正性、积极的职业价值观。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5,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45~0.942。
1.2.2 调查方法 调查前先在选定的高校中各联络

1名调查员,对其进行调查内容和方法的培训。遵循

知情同意原则对符合纳入标准的 MNS研究生进行

问卷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后,调查者仔细检查问卷填

写有无缺项、错项及初步审查问卷的可靠性,如遇缺

项、错项及时请研究对象进行补充或修正。本次研究

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回收

率100%。
1.2.3 统计学方法 由课题组2名成员将有效数据

进行 双 人 录 入,利 用 Epidata建 立 数 据 库,采 用

SPSS26.0软件处理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
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及职业价值观得分

 见表1。
2.2 不同特征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2。
2.3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与其职业价值观的

相关性 见表3。
2.4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分析 将人文执业能力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一般资料和职业价值观为自变

表1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及职业价值观得分(n=300)

x±s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人文执业能力 100.61±13.40 3.87±0.52
 人际沟通能力 23.55±3.41 3.93±0.57
 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 22.75±2.90 3.92±0.63
 人文关怀实践能力 38.92±5.34 3.89±0.53
 心理调适能力 15.56±2.26 3.89±0.56
 自我管理能力 10.82±1.93 3.61±0.64
职业价值观 100.59±14.77 3.87±0.57
 信任 11.93±1.98 3.98±0.66
 提供照顾 39.04±5.73 3.90±0.57
 责任自由和安全 19.47±3.04 3.89±0.61
 行动主义 30.15±4.92 3.77±0.62

表2 不同特征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得分比较

项 目 人数 得分(x±s) F/t
  

P
性别 1.815 0.071
 男 43 97.19±13.20
 女 257 101.18±13.38
年龄(岁) 14.849 <0.001
 <25 137 96.85±13.05
 25~30 116 101.96±13.35
 >30 47 108.23±10.62
民族 1.145 0.095
 汉族 284 100.82±13.58
 少数民族 16 96.88±9.27
年级 8.145 <0.001
 一年级 125 97.81±11.38
 二年级 65 99.32±14.19
 三年级 110 104.55±14.20
独生子女 1.928 0.055
 是 91 102.86±13.44
 否 209 99.63±13.30
婚姻状况 5.800 <0.001
 未婚 206 97.73±13.13
 已婚 94 106.91±11.77
子女状况 5.897 <0.001
 无 235 98.33±12.93
 有 65 108.83±11.83
读研前临床护理工作年限(年) 11.429 <0.001
 0 134 96.36±11.09
 1~ 59 101.15±14.37
 3~ 90 106.51±13.80
 ≥5 17 100.94±13.31
读研期间接受人文相关培训 6.115 <0.001
 无 103 97.24±14.08
 1~2次 122 100.67±12.05
 3~4次 20 101.10±11.61
 ≥5次 55 106.58±13.77
家人对您的关心 18.962 <0.001
 较少 21 92.00±10.51
 一般 56 93.32±12.42
 较多 223 103.25±12.90
同事或朋友对您的关心 10.736 <0.001
 较少 29 97.45±7.49
 一般 154 97.90±12.18
 较多 117 104.95±14.92

  注:方差不齐时,使用t'检验或近似方差检验(即 Welch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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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设α入=0.05,α出=
0.10。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未婚=1,已婚=2)、读研

前临床护理工作年限(以“0”为对照设置哑变量)、家
人的关心(较少=1,一般=2,较多=3)和职业价值观

(原值输入)为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影响因

素,可解释人文执业能力总变异的45.4%,见表4。
表3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与其职业

价值观的相关性(n=300)
 

r

项 目
照顾

提供

行动

主义

责任自由

和安全
信任

职业

价值观

人文关怀实践能力 0.541 0.506 0.544 0.461 0.551
人际沟通能力 0.520 0.511 0.514 0.454 0.538
自我管理能力 0.494 0.484 0.488 0.405 0.507
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 0.585 0.526 0.556 0.504 0.584
心理调适能力 0.495 0.481 0.501 0.442 0.514
人文执业能力 0.585 0.557 0.581 0.503 0.599

  注:均P<0.01。

表4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多元

线性逐步回归分析(n=300)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33.637 4.363 - 7.709 <0.001
婚姻状况  4.201 1.431 0.146 2.936 0.004
读研前临床护理工作年限 2.407 0.677 0.177 3.557 <0.001
家人关心程度  2.292 1.023 0.103 2.241 0.026
职业价值观  0.503 0.040 0.554 12.466 <0.001

  注:R2=0.461,调整R2=0.454;F=63.075,P<0.001。

3 讨论

3.1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有待加强 在临床

工作中护士不仅要为患者提供基础护理、健康指导等

服务,也要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体现护理人文关

怀[5]。MNS研究生是我国未来高水平护理人才的主

力军,不仅需要具有高级护理实践的知识和技能,更
需要具有人文关怀意识与人文执业能力[12]。本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处于中上

水平,虽高于广东省三级医院护士常模[13],但低于李

爽等[8]调查的规培护士,说明现阶段 MNS研究生的

人文执业能力仍需加强。原因可能是在“重专业,轻
人文”的护理教育大环境影响下,目前 MSN研究生

的培养现状仍以临床技能为主,尚缺乏人文执业能力

方面系统的培训和考核[14]。同时,MNS研究生在读

研期间,承受着临床轮转学习、科研工作的高强度和

高压力,可能忽视了自身人文执业能力的提升。在人

文执业能力的5个维度中,人际沟通能力维度得分最

高,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次之,其后为人文关怀实践

能力、心理调适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得分最低,这与谭

晓文等[15]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原因可能是在校期间

教师注重培养 MNS研究生的人际沟通能力,以及

MNS研究生在临床教师指导下与患者日常接触中逐

渐掌 握 沟 通 技 巧,使 其 人 际 沟 通 能 力 不 断 提 高。

MNS研究生自我管理能力得分较低,原因可能是目

前有些 MNS研究生对职业角色定位不太明确,职业

认同感、责任感较弱;对未来职业发展缺乏清晰规划,
持续性学习计划安排不足;临床经验少、灵活应变能

力较缺乏,时间管理能力不足。因此,护理教育者应

为 MNS研究生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的人文执业能力

培训,尤其是自我管理方面的能力。帮助 MNS研究

生做好学习计划和职业规划,激发其学习动机,调动

学习积极性,使 MNS研究生理解、感受并主动传递

人文关怀,最终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
3.2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影响因素

3.2.1 婚姻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与胡其英

等[16]研究结果一致,MNS研究生中已婚者较未婚者

人文执业能力得分更高。分析原因可能是已婚 MNS
研究生承担的角色多、阅历更丰富,其沟通能力、心理

调适能力、人文关怀执行力等更强,在临床工作中能

自觉对患者践行人文关怀行为,感知并满足患者的人

文关怀需求[17]。因此,护理教育者应多关注未婚

MNS研究生人文护理意识的培养,可通过叙事教

育[18]、体验式教学[19]等方式使 MNS研究生深入理

解人文护理的内涵,增强同理心、工作责任感,引导其

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寻求人文关怀行为的表达方式,从
而提升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
3.2.2 工作年限 本研究结果显示,读研前临床护

理工作年限是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影响因

素,与张金华等[20]研究结果一致,工作年限越长的

MNS研究生的人文执业能力越强。原因可能是随着

工作年限的增加,MNS研究生工作经验不断积累,参
加人文方面培训的机会增多,人文护理的理念逐渐变

得清晰具体。经验的积累不仅使 MNS研究生人文

知识增长,更重要的是在临床工作中能将人文关怀知

识与技能相结合,娴熟地运用人文关怀技巧,给予患

者人文关怀和照护。护理教育者可以采用同伴学习

法,让工作经验较丰富的 MNS研究生牵头,定期组

织 MNS研究生进行人文关怀案例分享、案例情景演

练培训,加强其人文执业能力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提

升。
3.2.3 家人的关心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人的

关心程度也是提升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重

要因素,与王安龙等[7]研究结果一致。良好的家庭环

境有助于个人积极心理状态的形成,家庭支持正向促

进人文关怀能力的发展[21]。家人的关心是 MNS研

究生学习、工作的内在动力,接受来自家人的关心越

多,不仅自身能够体会被关怀的感觉,更能加深其对

人文关怀的感知,体会到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进一步

激发出关怀患者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因此,护理教育

者应有意识地加强对 MNS研究生日常生活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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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支持较少的 MNS研究生给予帮助和支持,促
进 MNS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协助,营造和谐美好、
轻松愉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 MNS研究生提供适

当的心理咨询服务,让 MNS研究生深刻体会人文关

怀的重要性,并将人文关怀转移到临床工作中,不断

提高 MNS研究生的人文执业能力。
3.2.4 职业价值观 本研究结果显示,MNS研究生

职业价值观与人文执业能力呈正相关(r=0.599,
P<0.05),说明 MNS研究生职业价值观越正向,人
文执业能力就越高,与陈艳等[22]研究结果类似。多

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职业价值观是影响 MNS
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重要因素。原因可能是职业

价值观高的 MNS研究生,对本专业的认同度越高、
伦理观念越强,临床实践中对患者实施优质的护理,
从而进一步提高 MNS研究生的人文执业能力。研

究表明,目前我国 MNS研究生尚缺乏创新及推动护

理事业改革的意识,自身对护理专业及社会的义务感

较弱[23]。因此,护理教育者应增设 MNS研究生职业

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加强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将培

养 MNS研究生的职业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提高

MNS研究生职业认知,培养其工作责任心、对职业价

值的探索和职业目标的确立;护理教师也要端正自身

职业价值观,向 MNS研究生传递正向的职业观点,
使 MNS研究生更好地适应临床护理工作,不断提升

人文执业能力,提高护理质量。
4 小结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处于中上水平,婚姻

状况、读研前临床护理工作年限、家人的关心程度和

职业价值观是其人文执业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护

理教育者应加强对 MNS研究生的人文关怀相关培

训、营造人文关怀氛围和注重职业价值观的引导,以
提升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水平。本研究受研

究范围的限制,样本代表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

后可扩大调查范围、开展相关质性研究,进一步探讨

影响 MNS研究生人文执业能力的深层次原因,为
实施针对性培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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