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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现状及其相关性,为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增强其职业认同感

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与护士职业认同评价量表,对350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人员科研能

力及科研实践能力、专业与发现问题能力、沟通协作能力3个维度得分率分别为37.50%、25.00%、50.00%、50.00%,职业认同

评价量表总均分为5.52分。护理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P<0.01)。结论
 

护理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认同,其科研能力尚

待加强,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管理者应注重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培养,从而提高其职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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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s
 

of
 

research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nurses
 

and
 

to
 

explore
 

their
 

relation-
ship,

 

thu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enhance
 

nurse's
 

research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thods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nurses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a
 

self-reported
 

questionnaire
 

in
 

terms
 

of
 

their
 

research
 

ability
 

and
 

profes-
sional

 

identity.
 

Results
 

The
 

scoring
 

rate
 

of
 

overall
 

research
 

ability
 

was
 

37.50%,
 

and
 

the
 

scoring
 

rates
 

of
 

3
 

dimensions
 

of
 

practical
 

research
 

ability,
 

identifying
 

research
 

question,
 

and
 

communication/cooperation
 

were
 

25.00%,50.00%,
 

and
 

50.00%
 

respectively.
 

The
 

mean
 

scor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was
 

5.52,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earch
 

ability
 

(P<0.01).
 

Conclusion
 

Nurses
 

have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but
 

their
 

research
 

a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Research
 

ability
 

i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fessional
 

identity.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research
 

ability
 

of
 

nurses,
 

thu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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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科研是指用科学的方法反复地探索、回答和

解决护理领域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指导护理实践[1]。
护理科研对发展护理学科、指导临床实践、提高护理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护理学科被列入一级学

科,这对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

研能力强的护士,能通过科研活动改进护理质量,获
得患者、上级、同事的积极评价。职业认同作为护理

人员努力工作的内在驱动力,比外界的客观刺激更能

激发护士工作上的主观能动性[2]。研究显示,积极的

职业认同能帮助护士降低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满意

度,减少离职倾向[3]。有关护理人员科研能力与职业

认同的相关性研究较少[4]。本研究以一所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调查护理人员科研能

力与职业认同的现状及其相关性,旨在为管理者提出

针对性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增强护理人员职

业认同感、稳定护理队伍、提升护理质量提供参考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6月,采用方便抽样法,以博州人

民医院护理人员为调查对象。获得有效问卷350份。

女338名,男12名;年龄19~55(31.70±7.42)岁;工龄

1~37(10.45±7.98)年。学历:中专53名,大专177
名,本科120名。所在科室:内科112名,外科88名,妇
产科31名,儿科25名,手术室21名,门急诊、ICU

 

56
名,其他科室17名。用工性质:正式编制76名,合同制

261名,其他用工形式13名。职称:护士149名,护师

133名,主管护师51名,副主任/主任护师17名。职

务:护士长及以上36名,无职务314名。婚姻状况:已
婚241名,未婚97名,离异或丧偶12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 由研究者自行编制,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所在科室、用工性质、工龄、婚姻状况、职
称、职务。
1.2.1.2 护理科研能力评价量表 由戴红梅等[5]编

制,包括5个维度35个条目,分为外显科研能力与内

在科研能力2个分量表,本研究选取内在科研能力分

量表进行调查,包括科研实践能力(11个条目)、专业

与发现问题能力(8个条目)、沟通协作能力(5个条

目)3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法,优秀、良好、较好、一
般、欠佳分别计4、3、2、1、0分。总分96分,分数越高

表示科研能力越强。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系数

0.938。本次调查内在科研能力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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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中文版护士职业认同量表 由邓丽芳等[6]

在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护理系护理管理教研室研制

的护士职业认同量表[7]基础上编制,包括自我效力感

和把握感、一致感、自我决定感、患者和组织影响感、
有意义感5个维度21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

法,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7分,
总分147分,分数越高代表职业认同越强。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2,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34~0.854。
1.2.2 调查方法 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由研究者通

过问卷星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通过护理部微信群

发送链接给各科护士长,再由护士长发送至本科室护

理人员微信群。使用统一指导用语,向调查对象说明

此次调查为无记名形式,其资料仅用于本次研究并承

诺保密。共回收问卷381份,有效问卷350份,有效

回收率为91.86%。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描

述、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人员内在科研能力评分情况 护理人员内在

科研能力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情况,见表1。其中得分

最低的5个条目均属于科研实践能力维度,见表2。
表1 护理人员内在科研能力总分及其

3个维度得分情况(n=350)

项目
理论

总分

实际总分

[M(P25,P75)]
得分率

(%)

均分

[M(P25,P75)]
内在科研能力总分 96 36.00(24.00,54.00)37.50 1.50(1.00,2.25)
科研实践能力 44 11.00(6.00,20.25)25.00 1.50(0.55,1.84)
专业与发现问题能力 32 16.00(11.00,22.00)50.00 2.00(1.38,2.75)
沟通协作能力 20 10.00(6.00,14.00)50.00 2.00(1.20,2.80)

  注:得分率为实际得分/该项理论总分。

表2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得分最低的5个条目

条 目  均分[M(P25,P75)] 得分率(%)
专业外语能力 0(0,1) 0 
统计学知识 1(0,1) 25.00
论文撰写能力 1(0,1) 25.00
科研设计能力 1(0,2) 25.00
调研能力 1(0,2) 25.00

2.2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评分情况 护理人员职业认

同总分及5个维度得分情况,见表3。其中平均得

分≤5分的有5个条目,见表4。
表3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总分及5个维度得分情况(n=350)

项 目 均分[M(P25,P75)] 得分率(%)

总分 5.52(4.76,6.10) 78.86
自我效力感和把握感 6.00(5.17,6.50) 85.71
一致感 6.00(4.67,6.67) 85.71
自我决定感 5.33(4.00,6.00) 76.14
患者和组织影响感 5.00(4.00,6.00) 71.43
有意义感 6.00(5.00,6.75) 85.71

表4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得分最低的5个条目

项 目 所属维度 得分[M(P25,P75)]
在所属部门发生的事情

中,我施加的影响大

患者和组织影响感 4.00(4.00,6.00)

我自己能决定如何安排

自己的工作

自我决定感 5.00(4.00,6.00)

我的意见在所属部门的

决定中有所反映

患者和组织影响感 5.00(4.00,6.00)

我能够按自己的想法自

由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自我决定感 5.00(3.00,6.00)

对于患者我施加的影响

很大

患者和组织影响感 5.00(4.00,6.00)

2.3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 见表

5。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及职业认同现状

3.1.1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现状 护理科学研究作为

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科
研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护理实践提高,有利于学科专业

化,有利于培养专业队伍,对护理学的发展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表1结果显示,本次调查对象内在科研

能力得分率37.50%,处于低水平。科研实践能力、
专业与发现问题能力及沟通协作能力3个维度得分

率分别为25.00%、50.00%、50.00%,均明显低于戴

红梅等[5]2015年的调查结果。究其原因:上述报道

的调查对象中80.61%来自三甲医院,学历均为大专

及以上,且本科以上学历占81.12%;而本次调查对

象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34.29%,且我院2015年才

被评为地市级三甲医院,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尚处于起

步阶段,亟待加强。本次调查对象专业与发现问题能

力、沟通协作能力维度得分相对较高。专业与发现问

题能力包括护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观察能力等;沟
通协作能力包含团队协作能力、科研诚信等范畴。科

研实践能力维度得分最低,该维度涉及护理科研的每

个具体步骤,如科研设计、调查研究、数据统计分析、
论文撰写等。表2亦显示,得分最低的5个条目如统

计学知识、科研设计能力、论文撰写能力等,均属于科

研实践能力维度。提示本次研究对象的专业技能相

对较好,亦能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具有较好的科研协

作精神,但具体科研实践能力相对不足,需要从护理

科研涉及的具体步骤入手,深入学习护理科研知识。
 

护理管理者需要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鼓励护理人员

参与科学研究,加大对科研的经费投入;邀请相关专

家对护理人员的科研知识进行系统培训;同时发挥高

学历人员的作用,鼓励护理同事及医护之间的相互交

流,促进学术合作。
 

3.1.2 护理人员职业认同现状 护士职业认同是护

士对护理职业的看法和情感,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认

可,以及决定自身职业行为倾向的心理状态[8]。职业

认同能激发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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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职业目标的内部动力。本次研究对象具有较

好的职业认同,高于赵红等[9]对6所三级甲等医院以

及邓芳丽等[10]对某地市级三甲医院护士的调查结

果。分析原因可能为:前述2项研究调查的年份较

早,可能随着护士薪酬待遇、科室组织氛围、管理者人

文关怀意识等的提高,护士对自身职业有了更多的认

同;此外,随着医院的不断发展,科室能够提供更多的

机会,护士找到了自我的价值,也提高了对职业的认

同;也可能与我院地处西北边陲,工作节奏相对较慢

有关。本调查中患者和组织影响感是职业认同评分

量表中分值最低的维度,与前述研究[9-10]类似,说明

护士更注重自身发展,关注个人目标,对科室的组织

管理工作较少关注,认为即使参与了也不能起决定性

作用,这与护理职业在医疗领域依然缺乏足够重视有

关。

表5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n=350) r

科研能力 职业认同总分
自我效力感

和把握感
一致感 自我决定感

患者和组织

影响感
有意义感

科研能力总分 0.258 0.230 0.240 0.227 0.179 0.205
科研实践能力 0.196 0.144 0.188 0.203 0.145 0.143
专业与发现问题能力 0.246 0.232 0.232 0.216 0.138 0.201
沟通协作能力 0.253 0.265 0.264 0.209 0.153 0.202

  注:均P<0.01。

3.2 护理人员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 本研

究结果显示,护理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P<
0.01),表明随着科研能力的提高,护理人员有更高的

职业认同。职业认同是护理人员对护理专业价值的

认知,是对自身专业能力的认可,是一种信念和情感,
积极的职业认知能激发护理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实现职业目标的内部动力。根据

护理专业发展的现状,科研能力已经逐渐成为一名优

秀护士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科研能力强的护理人员,
一方面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与难题,提升自我,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减轻患

者痛苦,因而有更多的职业自豪感;另一方面,科研能

力强的护理人员容易受到管理者的重视,获得更多培

训学习的机会,其职业发展速度快、潜力大,有更明确

的职业生涯规划,因而对护理职业有更多的认同感。
Hoeve等[11]提出,为了提高公众形象和在医疗机构中

获得更高的地位,从而提高职业认同,护士需要通过

不断加强自身教育和有挑战性的工作来实现,如护理

教育者或临床护理专家。而科研能力的提升无疑将

使护理人员更加胜任护理教育者与临床护理专家的

角色,提高职业认同。研究显示,缺乏职业发展机会

可削弱临床研究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和对未来发展的

乐观情绪[12]。科研能力的提升将增加职业发展的机

会,从而提高职业认同。因此,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护

理人员科研能力的培养,激发其提升科研能力的内在

动力,从而增强护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提高护理质量,
促进护理学科的发展。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认

同,但其科研能力尚待加强,科研能力与职业认同呈

正相关。由于本次调查样本仅涉及一所三级甲等医

院,样本代表性受限,尚需在今后扩大样本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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