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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为护理管理者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低年资

护士组织公民行为表现,促进护理服务质量和组织整体绩效的提升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河南省4所三级综合

医院的550名低年资护士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同事支持量表和基本心理需求量表进行调查,采
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及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最终纳入524份问卷。同事支

持评分为74.44±22.00,基本心理需求评分为32.28±6.25,组织公民行为评分为89.60±10.17。同事支持分别与基本心理需

求、组织公民行为呈负相关(均P<0.05),基本心理需求与组织公民行为呈正相关(P<0.05)。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

一般资料变量后,同事支持及基本心理需求能解释组织公民行为总变异的31.4%。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组织

公民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045%。结论
 

护理管理者应重视低年资护士群体同事支持的作用,满足其基本

心理需求,进而促进低年资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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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support
 

and
 

or-
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junior
 

nurses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nursing
 

managers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junior
 

nurs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s
 

and
 

the
 

overall
 

perform-
ance

 

of
 

the
 

organization.Methods
 

A
 

total
 

of
 

550
 

nurses
 

from
 

four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The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
havior

 

Scale,
 

the
 

Peer
 

Support
 

Scale
 

(PSS)
 

and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cale.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
havior.Results

 

A
 

total
 

of
 

524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included.Peer
 

support
 

score
 

was
 

74.44±22.00,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core
 

was
 

32.28±6.25,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score
 

was
 

89.60±10.17.Peer
 

suppor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respectively
 

(both
 

P<0.05),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P<0.05).Hiera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variables,
 

peer
 

support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explained
 

31.4%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
zenship

 

behavior,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ing
 

for
 

36.045%
 

of
 

the
 

total
 

effect.Conclusion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
tention

 

to
 

the
 

role
 

of
 

peer
 

support
 

among
 

junior
 

nurses
 

and
 

satisfy
 

their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o
 

as
 

to
 

promote
 

junior
 

nurs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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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公民行为指员工自发做出且不被组织明确

认可和奖励的行为,但可以提升组织的绩效[1]。护士

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不仅可以创造关系融洽、支持

性的社会心理环境,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稳定临床

护理队伍,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2]。基本心

理需求是指个体心理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三大需求,
即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3]。当基本心理需

求得到满足时,可以激发个体的积极情绪和行为,使
他们更愿意进行助人行为等组织公民行为[4]。同事

支持是指同一工作环境下,护士长对护士或护士间互

相提供情感、工具、信息三方面的支持[5]。研究显示,
同事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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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预测作用[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7],当个体处于

支持性的环境时,其基本心理需求能得到更好的满

足,进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展现出更多角色

外行为,即组织公民行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护士整

体人群的组织公民行为[8-10],而对于工作年限不超过

5年的低年资护士群体,相关研究则相对缺乏。低年

资护士约占总护士人数的30.9%[11],是临床护理团

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公民行为的程度,影响着

护理服务的质量和组织的整体绩效。鉴此,本研究拟

探讨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组织公

民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护理管理者采取针对性

措施促进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表现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选取河南

省4所三级综合医院的临床一线护士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的注册护士;②工

作年限≤5年;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①护理管理者;②因各种原因(产假、进修等)不
在岗超过3个月的护士;③助理护士及护理员。根据

Kendall样本估计方法[12],取样本量为自变量数的

10~20倍,本研究自变量共有26项,考虑到20%的

无效率,需要调查325~650人。本研究纳入524人,
男38人,女486人;年龄20~30(25.37±1.99)岁。
婚姻状况:未婚356人,已婚165人,离异/丧偶3人。
最高学历:大专182人,本科328人,硕士14人。职

称:护士139人,护师376人,主管护师9人。科室:
内科246人,外科182人,其他科室96人。聘用方

式:合同制396人,人事代理120人,事业编制8人。
月平均收入:<4

 

000元111人,4
 

000~8
 

000元326
人,>8

 

000元87人。平均月夜班数:0~4次99人,
5~9次245人,≥10次180人。参加过护理心理专

项培训207人,未参加317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

行编制,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职称、
聘用方式、科室、平均月收入、平均月夜班数以及是否

进行过护理心理专项培训。②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由万巧琴等[13]编制,包括自我发展(5个条目)、责任

意识(6个条目)、主动服务(5个条目)、帮助同事(4
个条目)和组织认同(4个条目)5个维度共24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不符合”到“完全

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为24~120分,分值越

高,代表组织公民行为水平越高。量表总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934。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8。③同 事 支 持 量 表(Peer
 

Support
 

Scale,PSS)。由叶志弘[14]参考 Greene等[15]研制的

支持量表,针对护士群体及中国医院组织情况编制而

成。该量表包括两部分,A为护士长支持量表(9个

条目),反映护士对护士长支持的评价;B为同事支持

量表,反映护士感知同事间支持的情况,包括7个维

度即主观支持、合作、通情、意识提升、目标设定、行动

计划、过程管理评价,每个维度由3个条目组成,共21
个条目。2个量表均采用Likert

 

5级反向计分评分

法,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计1~5分,总
分30~150分,分值越低,表示感知到护士长或同事

支持越多。A量表和B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

为0.922和0.959,本研究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54和0.979。④基本心理需求量表。由Ilardi
等[16]编制,徐芳玲[17]修订,主要测量员工在工作环境

下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情况。该量表包含自主需求

(3个条目)、胜任需求(3个条目)及关系需求(3个条

目)3个维度共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总分为

9~45分,分数越高,表明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现状越

好。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为0.934,本研究中为

0.886。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征得调查对象医院负责人的

同意后,在护理部及护士长的支持和帮助下将问卷星

二维码发送到护士工作群,邀请工作年限≤5年的临

床护士填写。在电子问卷上统一添加指导语,阐明研

究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并解释调查问卷的匿名性。
相同的IP地址仅限填写1次,所有问题均已回答完

毕,才能成功提交。在调查完成之后,2位研究人员

统一对所收集的问卷进行核对,并将回答有明显规律

性或同一性的、总回答时间不超过300
 

s的问卷予以

剔除。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550份,有效问卷524
份,有效率95.2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描述、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层回归分析。采

用AMOS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同事支持和基本心

理需求得分 见表1。
2.2 低年资护士同事支持、基本心理需求与组织公

民行为的相关系数 同事支持与低年资护士基本心

理需求呈负相关(r=-0.335,P<0.05),与低年资

护士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呈 负 相 关(r=-0.486,P<
0.05);基本心理需求与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呈

正相关(r=0.550,P<0.05)。
2.3 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

分析 第1层将一般人口学资料作为自变量,以组织

公民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2层放入同事支

持,结果显示R2 变化量为0.188;第3层放入基本心

理需求,结果显示R2 变化量为0.127,见表2。各变

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10,提示各变量不存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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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问题。
表1 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同事支持

和基本心理需求得分(n=524) 分,x±s

项
 

目   总分 条目均分

组织公民行为 89.60±10.17 3.73±0.42
 主动服务 18.68±3.99 3.74±0.58
 帮助同事 15.05±3.43 3.76±0.61
 组织认同 14.58±3.04 3.65±0.61
 责任意识 23.20±4.10 3.87±0.42
 自我发展 18.07±3.93 3.61±0.57
同事支持 74.44±22.00 2.48±0.73
 护士长支持 21.34±7.30 2.37±0.81
 同事支持 53.11±17.15 2.52±0.82
基本心理需求 32.28±6.25 3.58±0.69
 自主需求 10.59±2.70 3.53±0.90
 胜任需求 10.69±2.45 3.56±0.82
 关系需求 10.99±2.48 3.66±0.82

表2 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分层

回归分析(n=524)

自变量
模型1

β P

模型2

β P

模型3

β P
性别 -0.591 0.720 -1.012 0.488 -1.320 0.314
年龄 3.967 <0.001 2.890 <0.001 2.276 0.001
婚姻状况

 已婚 -0.847 0.351 -0.664 0.407 -0.309 0.668
 离异/丧偶 -5.617 0.310 -2.422 0.620 -1.825 0.678
最高学历 0.551 0.503 0.761 0.295 0.517 0.428
职称 2.148 0.019 1.755 0.030 1.287 0.077
科室

 内科 -0.035 0.976 -0.367 0.721 -0.541 0.577
 外科 0.903 0.454 0.988 0.353 0.666 0.486
聘用方式

 人事代理 0.412 0.680 0.411 0.641 -0.028 0.972
 在编 0.145 0.966 -2.399 0.427 -1.963 0.470
平均月收入 1.676 0.015 1.846 0.002 1.657 0.002
平均月夜班数 -1.683 0.005 -1.163 0.027 -0.730 0.124
护理心理专项培训 4.860 <0.001 4.113 <0.001 3.400 <0.001
同事支持 -0.204 <0.001 -0.150 <0.001
基本心理需求 0.629 <0.001
F 7.389* 19.209* 30.384*

R2 0.158 0.346 0.473

调整R2 0.137 0.328 0.457

  注:*P<0.001。自变量赋值,性别,女=1,男=2;年龄,<25岁=1,≥25岁=2;婚姻

状况,以未婚为参照;科室,以其他科室为参照;聘用方式,以合同制为参照;最高学历,大专=

1,本科=2,硕士=3;职称,护士=1,护师=2,主管护师=3;平均月夜班,0~4次=1,5~9

次=2,≥10次=3;平均月收入,<4
 

000元=1,4
 

000~8
 

000元=2,>8
 

000元=3;参加过

护理心理专项培训,否=1,是=2。同事支持、基本心理需求原值输入。

2.4 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组织公
民行为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将因变量和自变量确定
为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和同事支持,将中介变量
确定为低年资护士的基本心理需求,使用 AMOS

 

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模型适配度指
标:卡方自由度比(χ2/df)=1.184,渐进残差均方和
平方根(RMSEA)=0.019,拟合优度指数(GFI)=
0.986,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0.976,比较拟合
指数(CFI)=0.997,非基准化适配度指数(TLI)=
0.995,模型拟合良好[18]。使用Bootstrap方法对中

介效应进行检验,将抽取次数设置5
 

000次,置信区

间设定位95%CI,该区间不包括0,结果见表3。

图1 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和

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表3 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

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效应 效应值 SE 95%CI P 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0.401 0.046 -0.371~-0.189 <0.001 63.955
中介效应 -0.226 0.028 -0.216~-0.106 <0.001 36.045
总效应 -0.627 0.050 -0.533~-0.335 <0.001 100.000

3 讨论

3.1 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同事支持、基本心理

需求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

为总分为(89.60±10.17)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
低于既往孟佳等[19]的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可能是本

研究主要针对于低年资护士群体,该群体工作量大、
学习考核多、夜班频率高,面对生活、工作等压力,很
难展现出显著的组织公民行为。提示护理管理者应

高度关注低年资护士的身心差异,及时了解其工作体

验和需求,给予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等,提高低年

资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本研究中护士长支持条目均

分为(2.37±0.81)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分析原因

可能是护士长会为低年资护士提供基础的培训和必

要的指导,但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实施更深入和

个性化的支持计划。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以设立有效

的导师一对一制度,由经验丰富的护士担任导师,及
时了解每位低年资护士的发展和需求,从而提供针对

性的指导。同事支持条目均分为(2.52±0.82)分,高
于韩雪[20]的研究结果,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分析原

因可能是工作环境中的文化和氛围影响了低年资护

士和其他同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可能是因为低年资

护士工作经验不足,自信心不足,不愿意主动寻求和

接受支持。提示护理管理者一方面要加强对低年资

护士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改善科室内的文化和组织氛

围,形成和谐、健康的工作环境。本研究结果显示,低
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条目均分为(3.58±0.69)分,
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自主需求和胜任需求维度得分偏

低,可能是因为低年资护士工作年限短,在临床工作

中应变能力欠缺,沟通能力欠佳,未得到足够的反馈。
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以提供定期的反馈和培训、支持其

自主决策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发展,也可以在低年资护

士的培训中引入授权机制,这将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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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21],从而提高其自主和胜任需求。
3.2 同事支持水平可直接影响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

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年资护士同事支持得分与

组织公民行为得分呈负相关,即低年资护士同事支持

得分越低,感知到同事支持水平越高,组织公民行为

水平 也 就 越 高。与 国 内 外 对 其 他 员 工 的 研 究 结

果[6,22]一致,领导和同事的支持能够预测组织公民行

为的表现。根据资源保存理论[23],个体在工作环境

中会努力保护、获取和增长自己的资源,包括物质资

源、信息资源、情感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在本研究中,
护士长和同事的支持可以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合

作氛围,为低年资护士提供支持网络和合作机会;这
种社会资源的提供可以增加低年资护士与他人的互

动和合作,促进组织公民行为的发展[24]。低年资护

士可以从护士长和同事那里获得信息资源,即护士长

和同事可以通过分享知识、经验和工作技巧,帮助他

们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护士长和同事

会倾听低年资护士的工作担忧,并提供鼓励和指导的

话语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这种情感支持会帮助低年

资护士在与患者互动时,有更多的活力和动力来调节

自己的情绪,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工作中,进而更

愿意表现组织公民行为[25]。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以建

立同事支持小组,创造温暖和谐的工作氛围;定期开

展科室座谈会,分享工作经验和工作技巧;给予激励

与肯定,认可低年资护士的工作表现和成就;从而提

高低年资护士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3.3 低年资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组织公

民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年资

护士基本心理需求在同事支持与组织公民行为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045%,即同

事支持可以通过满足低年资护士的自主需求、胜任需

求、关系需求来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发展。根据工

作需求资源模型[26],工作环境中的需求和资源对个

体的工作动机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领导与同

事的支持,这类工作特征可以满足员工的基本心理需

求,提高工作动机和积极性。低年资护士得到同事支

持的工作资源后,同事之间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在
工作中相互合作与信任进而愿意分享、传递和交换各

类资源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当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

足后会产生回报组织的责任感,从而激发其参与组织

公民行为的意愿[17]。同时,同事支持不仅可以缓解

低年资护士在面对突发任务、与患者和家属沟通不畅

等工作需求的压力,还能帮助提升他们的临床操作技

能、职业认同感[27],进而满足低年资护士的基本心理

需求。根据资源保存理论[23],护士长和同事的支持

可以满足低年资护士的基本心理需求,减少其在工作

中可能面临的压力和负担。这种资源的保护、获取和

增长,有助于增强低年资护士的工作投入和组织意

识,促进其展示组织公民行为。提示管理者一方面要

重视满足低年资护士的基本心理需求,完善老带新的

培养和工作模式,给予支持和指导,创造良好的工作

氛围,满足其关系需求;同时给予低年资护士适量的

自主权,让其参与决策、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主动性,满
足其自主性需求;再次,为低年资护士提供培训和发

展机会,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满足其胜任需求。另一

方面,低年资护士也应通过不断提高自我职业发展能

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遇到临床突发问题时,主动寻

求护士长或同事的支持,表达工作需求,积极搭建人

际关系等来满足自身基本心理需求从而提高组织公

民行为水平,提高组织绩效,优化临床护理服务。
3.4 混杂因素对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分层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月收入及护理心理专项培

训是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中年

龄<25岁、月收入较低、未曾参加过护理心理专项培

训的低年资护士组织公民行为得分较低,提示护理管

理者可以适度提高低年资护士的月收入,并开展针对

低年资护士的护理心理专项培训;护理管理者也可以

考虑为低年资护士提供其他额外的支持和资源,如提

供机会参加学术会议、外出进修学习、建立正面榜样、
提供现代化的护理工具。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同事支持水平越高,低年资护

士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就越高,基本心理需求在两者

之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仅采取横断面调查且样本

量有限,而同事支持、基本心理需求、组织公民行为呈

现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纳入不同级别、地区医院的

低年资护士为研究对象进行纵向研究,为激发低年资

护士工作热情,提高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提升护理服

务质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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