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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职业抱负的概念、护士职业抱负的测量工具、护士职业抱负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提高护士职业抱负水平的策略。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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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卫生人力资源战略》指出,预计到2030年
全球将缺少1

 

800万名卫生工作者,护士的短缺问题
仍然严 峻[1]。研 究 发 现,缺 乏 清 晰 的 职 业 发 展 规
划[2]、少有职业发展的机会,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是
护士离职的重要原因[3]。职业抱负(Career

 

Aspira-
tion,CA)是个体通过特定的职业发展过程追求职业
目标的愿望和意向[4],反映了其对发展个人职业的渴
望程度,与个人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和职业导向相关
行为密切相关[5]。护士的职业抱负能够激发个体的
工作动机,影响工作形塑,明确职业追求,实现职业的
成长和发展[6],并且对稳定护理队伍和提高护理质量
有重要意义[7]。本文对护士职业抱负的概念、测量工
具、现状、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等进行综述,旨在为护
理管理者制定提高护士职业抱负水平的有效策略提
供参考。

1 职业抱负的概念
职业生涯被认为是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职

业中一系列专业角色的演变过程;抱负代表着面向未
来的目标,它促使个人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资源
来实现这些目标[8]。Gottfredson的职业抱负理论认
为职业抱负是职业选择的维度之一[9],该理论指出个
体的自我概念和对职业的认知共同塑造了对特定职
业的偏好,这种偏好会与当下所面临的机会或障碍共
同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以上多种因素在某些刺激
条件下催生出职业抱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
础。Gray等[10]在探讨女性职业选择时发现,渴望在
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的人往往会寻求领导和晋升的
机会,同时特定的职业发展往往需要个人获得额外的

培训或教育,以胜任职业。因此,该研究者将职业抱
负定义为在职业生涯中对领导职位和继续教育的渴
望程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增加了对成就的渴望
这一新的维度[11],职业抱负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

2 职业抱负的测量工具
2.1 职业抱负量表(Career

 

Aspiration
 

Scale,CAS) 
该量表由Gray等[10]于2007年编制,分为领导能力
和成就抱负、继续受教育抱负2个维度共8个条目,
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依次赋值0~4分。Wong等[12]使用该量表测量护士
对于护理管理角色的职业抱负时,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李想[13]于2014年汉化,用于探讨护士
长职业抱负与变革型领导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测得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0;该量表用于测量护
士职业抱负现状,均显示良好的信效度[7,14]。该量表
在护理领域应用较为广泛。
2.2 职业抱负量表修订版(Career

 

Aspiration
 

Scale-
Revised,CAS-R) Gregor等[11]在职业抱负量表基础
上增加了成就抱负这一维度,即“希望成为某一领域
的佼佼者或因其成就而得到认可”,并对量表条目进
行了补充和调整,最终形成包含3个维度共24个条
目的职业抱负量表修订版,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
法。3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0.81~0.90。石健
等[15]将职业抱负量表修订版进行汉化,并在公立医
院职工中进行信效度检验,探讨职业抱负与工作绩效
的关系[16],测得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3,表
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这一结果强化了
该量表在测量职业抱负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2.3 职业未来展望量表(Career

 

Futures
 

Inventory,
CFI) 由Rottinghaus等[17]编制,包括职业适应性、
职业乐观和认知知识3个维度共25个条目,条目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该量表用于测量护生职业规
划现状时,Cronbach's

 

α系数为0.88[18]。该量表在
我国护理领域尚未使用,未来可汉化试用,以丰富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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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职业抱负的测量工具。
2.4 主观职业抱负量表(Subjective

 

Occupational
 

As-
piration

 

Scale,SOAS) 由 Han等[19]编制,包括经济
回报、权威程度、行动自由、所需教育和所需学术能力

5个维度共24个条目,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1~4分。该量表开发

时限较短,国内尚未引入此量表,未来研究可将其应
用于不同职业人群,探讨量表的信效度,验证在我国
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3 护士职业抱负的研究现状
护士职业抱负在国外研究较早,多以开放问答或

是质性访谈的形式,了解护士继续留在护理岗位、甚
至追求更高职位的可能性[20]。国内研究显示,护士
的职业抱负处于中等水平[6,21],与国外研究结果一
致[22];护士长由于在职业发展上已经取得一些成就,
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其职业抱负处于中等偏高水
平[13];医养结合医院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且出于国家

对养老事业的关注和投入,护士的职业抱负处于高水
平[23];二级甲等医院由于资源有限、发展空间不足等
原因,护士的职业抱负水平较低[14]。以上研究显示,
护士的整体职业抱负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护
士职业抱负水平的研究数量不多,内容比较单一,影
响因素的探究不够全面,相关提升策略亟待完善。

4 护士职业抱负的影响因素
4.1 人口学因素 人口学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
薪资等。有研究显示,男性护士较女性护士在职业抱
负上得分更高[7],这可能与社会对护士角色女性化的
刻板认知有关,使男护士更易得到关注,获取晋升机
会。年龄低于30岁的护士的职业抱负水平更高[6],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护士安于工作现状或是职业发
展趋于平稳,缺乏向上动力。薪资是工作最直接的物
质回报,与护士的职业压力息息相关[23],一方面,薪
资较低使得护士更加渴望职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若长期的薪资需求未得到满足,会影响护士的工作积

极性,产生职业倦怠,使职业抱负水平下降。
4.2 组织环境因素

4.2.1 工作环境与氛围 安全的工作环境、健康的
工作条件是吸引学生群体从事医疗行业的重要原
因[1],工作环境也是护士留在护理行业的决定因素之
一,包括物理环境和人文、人际环境等[24]。工作场所

欺凌作为一种职业侵害,影响团队和谐,使工作环境
变得压抑,给护士带来负性体验,威胁其身心健康,对
工作的满意度下降。谢金娜等[25]研究发现,经历过
工作场所欺凌的护士的职业抱负水平明显低于未经
历过工作场所欺凌的护士。人口老龄化以及生育相

关政策的出台,使得相应科室的发展得到了多方面的
支持,工作条件改善,如医养结合医院和产科护士的
职业抱负水平较高[6,23]。
4.2.2 科室管理与建设 科室管理是有序开展临床
工作的重要保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机会分配管理、
教育培训管理、管理风格等。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影响

着护士的工作投入与专注度,促使护士职业抱负水平
的改变[26]。赋权是变革型领导的重要特征之一,在
护理领域,就是护理管理者给予护士更多的权力去完

成任务,这一行为有利于激发护士的主人翁意识,增
强其责任感,追求更高的职业高度,职业抱负水平随

之上升;带教工作是管理者对护士能力的认可和信

任,这一任职需要护士充分掌握相应的护理知识,不
断深化对护理工作的认知,在临床护士与带教老师的
双重身份下实现职业抱负[6]。晋升机会和领导力发

展机会与个人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是护士积攒工作
经验、提升全面素质、实现职业抱负的关键[20]。
4.3 社会心理因素

4.3.1 个人动机与态度动机 个人动机与态度动机

是护士开展工作的驱动力,基于不同动机的具体职业
行为必然会有所差异。继续教育动机是护士进行自

我专业知识技能提升的重要前提,也是积极规划护理
职业生涯的表现[7],主动进行继续教育的护士对未来

的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渴望实现的职业抱负水平
更高。郭伊莉等[27]研究表明,学习动机对于护士的

职业抱负具有显著影响。态度影响行为的产生与维
持,对待工作本身、护理对象的积极态度有利于护士

识别并满足护理对象的需求,改进护理中存在的不
足,提高护理质量,推动其职业抱负走上新高度。
4.3.2 职业认同与价值感 职业认同是护士对临床
工作的一种积极看法,促使护士更加主动投入到护理

服务中,并能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28],对职业未来发
展的期望值增加,职业抱负水平也随之受影响。职业

价值感是个体对自身职业的价值判断,对可能取得成
就的估计和对所获得社会回报的满意程度[23]。护士

的职业价值感在认知、信念和行为方面都发挥着作
用,当护士的职业价值得到自身和外界的认可,其职

业获益感水平增加,对于继续留在护理行业、追求更
高职业抱负有积极影响。
4.3.3 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护士由于
需要完成既定的护理工作任务,而限制了在家庭中的

义务履行的一种角色冲突,与情绪衰竭、工作表现、生
活质量和职业发展有关[29]。研究显示,部分护士在

面临工作家庭双重角色冲突这一处境时,会涉及到对
自己职业发展的重新规划,做出在职业抱负上妥协的

决定,优先考虑家庭责任[30]。

5 护士职业抱负的提升策略
5.1 提供良好工作条件,营造和谐工作氛围 工作
条件包括资源条件和组织授权等[31],丰富的资源支

持、适度的赋权授能是护士将理想抱负转化为临床实
践强有力支撑。装配齐全的医疗设备,给予护士部分

自主权,确保机会公平,能够让护士以此为基础不断
感知自己的发展空间,利用现有各种有利条件实现职

业抱负;同时,管理者优化排班模式,了解护士的工作
生活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既可以掌握护

士现存的需要和问题,也可以拉近人际关系,营造和
谐团结的团队氛围,增强护士的归属感;医院进行安

·421·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un.
 

2024 Vol.39 No.11



全文化教育,打造安全的工作环境。通过优化多方面
的工作条件,使护士有较好的工作体验,不断追求更
高的职业抱负。
5.2 组织职业管理培训,提升护士职业认同 职业
管理的主体正在向个体转变,但护士仍需要机构和个

人支持来规划其职业生涯并就他们的职业抱负作出
决定[32]。医院可以开设护理管理课程、职业规划培

训课程,注重培养护士在面对发展任务和职业意外时
的自信心,保持对职业发展的乐观积极态度[18],深化

对生命意义感、工作意义感的认知[33],提高护士的职
业认同感;护理管理者提供学习交流机会,鼓励护士

进行继续教育,使护士及时掌握国内外先进知识技
术,畅通职业发展路径。有研究指出,既往的领导经

验可以影响个人的行动和抱负[34],提供领导力培训
机会,构建领导力教育计划,提高护士领导力自我效

能感,可以激发护士的管理抱负,在职业发展上产生
更多积极主动的行为。
5.3 多种激励方式结合,激发护士工作动机 双因
素理论提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能够影响个体行为

和组织绩效,对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35],激励满足
可以调动护士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心理资本水平,精
进业务能力[36]。激励可以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

励。物质激励通常与外在激励相对应;非物质激励包
括组织环境激励、工作条件激励、情感尊重激励、自我

实现激励等[37]。管理者可以通过了解护士的发展兴
趣,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共同制定发展目标,安排相

应的工作内容并且提供资源和情感支持,对护士的进
步及时予以反馈,增强其在工作中的成就感,激发内

在的工作动力。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的福利政策,使护
士获得合理的薪资和适当的福利待遇,是护士全身心

投入工作的重要保障;定期举办竞赛或考核,通过相
对被动的方式促使护士不断强化自身的专业知识。
结合以上多种形式的激励措施,激发护士的动机,提
高护士的工作投入度,实现个体的职业抱负。

6 小结
职业抱负作为一种充满个人取向,展现个人想法

的概念,在近些年来开始走进管理领域。现有研究多
集中在学生群体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的期望和抱负方

面,仅少量研究对护士职业抱负进行现状调查和简单
的影响因素分析,未来可以开展质性研究,或基于具

体理论探索更为全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多种因素之间
的中介效应分析;也可以关注不同阶段的护士,了解

护士在整个职业期间职业抱负的变化轨迹,以此为依
据针对不同阶段的护士,安排不同的教育课程,保持

整体职业抱负水平的稳定,也是维持护理队伍稳定性
的新思路;在研究工具上,缺乏评价护士职业抱负水

平的特异性工具,今后可以结合我国本土文化和护理
专业特点,开发本土化的护理领域职业抱负测量工

具,为后续的作用机制探讨、干预实施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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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社会参与的纵向研究进展

郭鑫1,石红英2,朱杉杉1,王帅有1,李丁丁1,潘勤3,贾琳婧3,张会敏1

摘要:
 

从脑卒中患者社会参与相关概念、纵向研究现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时间点选取)、变化趋势(前6个月社会参与改善最

大,以后改善幅度趋于稳定)、面临的挑战(重复多次收集资料,耗时长、成本高、失访率高,无法确定最佳研究时间点)等方面进行

综述,旨在为开展更高质量的脑卒中患者社会参与纵向研究和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关键词:脑卒中; 社会参与; 社会活动; 社会隔离; 纵向研究; 综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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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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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tudinal
 

studies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stroke
 

patients Guo
 

Xin,
 

Shi
 

Ho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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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status
 

quo
 

of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stroke
 

patien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ime
 

point
 

selection),
 

the
 

trend
 

of
 

change
 

(obvi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partici-
pation

 

was
 

observed
 

in
 

the
 

first
 

6
 

months,
 

and
 

then
 

the
 

magnitude
 

of
 

improvement
 

was
 

generally
 

milder),
 

and
 

the
 

challenges
 

(re-
peated

 

data
 

collection,
 

long
 

time
 

consuming,
 

high
 

cost,
 

high
 

dropout
 

rate,
 

and
 

unable
 

to
 

determine
 

the
 

best
 

research
 

time
 

point).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erforming
 

high
 

quality
 

longitudinal
 

research
 

and
 

conduct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on
 

social
 

par-
ticipation

 

of
 

stroke
 

patients.
Keywords:

 

stroke; so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activity; social
 

isolation; longitudinal
 

research; review

作者单位:1.新乡医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新乡,453003);2.河南

省肿瘤医院;3.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郭鑫:女,硕士在读,护师,907827461@qq.com
通信作者:张会敏,35290915@qq.com
科研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3B320002)
收稿:2023 12 16;修回:2024 02 28

  脑卒中是我国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1],同时也
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二大致死病因和第三大致残病
因[2-3],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脑
卒中病死率下降,致残率却不断攀升,有70%~80%
的脑卒中患者因残疾而导致自主活动能力受限,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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