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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职业使命感量表、认知融合量表

及应对效能量表对长沙医学院420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总分为(44.60±4.44)分。本校护理教

师的专业态度、护理职业的社会地位、对国家控制疫情的态度、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信念、认知融合、应对效能是影响护理本科生

职业使命感的主要因素(P<0.05,P<0.01)。结论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较高,受多种因素影响。护理教育者应加以引导,进

一步增强其职业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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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使命感是指个体对某职业强烈的热情并且

体验到强烈的意义感,是激励个体追求特定职业的力

量[1],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2]。护生作为

护理队伍的重要后备军,高职业使命感有利于他们对

以后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初步认识,认同并愿意接受该

职业所应承担的各种责任,提高其职业自我概念和生

活满意度[3]。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护理人

员奋战在一线挽救患者生命,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

价,护理职业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与尊重。本研究旨

在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护理本科生的职业

使命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其

职业使命感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2月4~14日,采用便利取样

法,选取长沙医学院的420名护理本科生(大一116
名,大二102名,大三101名,大四101名)为调查对

象。纳入标准: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次调查。排除

标准:大专护理学生;非全日制本科护理学生。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自行设计,主
要包括年龄、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

女、是否为学生干部、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有无从事

护理工作的直系亲属、本校护理教师的专业态度、护
理职业的社会地位、对疫情发展的关注程度等。②职

业使命感量表。由张春雨[2]编制,用于测量大学生职

业使命感水平。该量表包括利他贡献(4个条目)、导
向力(4个条目)与意义和价值(3个条目)3个维度11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依次计1~5分,总分11~55分,得分越

高表 明 职 业 使 命 感 水 平 越 高。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776。③认知融合量表。由

Gillanders等[4]编制,张维晨等[5]翻译和修订,用于测

量个体认知融合水平。该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共计9
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从“从未”到“总是”依
次计1~7分,总分9~63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受语

言法则和思维内容过度控制的倾向越明显。本研究

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1。④应对效能

量表。由童辉杰[6]编制,用于测量个体应对效能水

平。该量表包括自信程度(3个条目)、胜任力(9个条

目)、认知水平(5个条目)3个维度17个条目。采用

Likert
 

4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

计1~4,总分17~68分,得分越高表明应对效能水平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2。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星进

行无记名自行填写。共回收问卷426份,其中有效问

卷420份,有效回收率为98.59%。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软 件 进 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420名护理本科生中男46名,女
374名;年龄17~24(20.14±1.50)岁;家庭居住地为

农村207名,乡镇108名,城市105名;非独生子女

322名,独生子女98名;非学生干部288名;护理专业

为高考第一志愿314名;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为好找

工作259名,个人喜欢108名,他人建议32名,其他

原因21名;无从事护理工作的直系亲属者352名

(83.8%);认为护理工作职业风险比较高者261名

(62.1%);在直系亲属中无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成员者416名(99.0%)。
2.2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认知融合、应对效能得

分情况 见表1。
2.3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与认知融合、应对效能的

相关性 职业使命感总分与认知融合呈负相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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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1,P<0.01);与应对效能总分呈正相关(r=
0.682,P<0.01);与应对效能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

(r=0.115~0.616,P<0.05,P<0.01)。
表1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认知融合、

应对效能得分(n=420) 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职业使命感 44.60±4.44 4.05±0.40
 利他贡献 16.80±1.96 4.20±0.49
 导向力 16.00±2.07 4.00±0.52
 意义和价值 11.80±1.83 3.93±0.61
认知融合 27.20±9.81 3.02±1.09
应对效能 47.09±5.13 2.77±0.30

2.4 不同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得分比较 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等

特征的护生职业使命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的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x±s) F P

本校护理教师的专业态度 13.753 0.000
 非常积极 119 47.26±4.09
 比较积极 235 44.78±3.45
 一般 40 39.60±2.68
 比较消极 13 39.31±4.97
 不确定 13 37.77±3.22
护理职业的社会地位 13.837 0.000
 神圣而光荣 192 46.65±3.79
 好于一般职业 128 44.85±3.46
 一般 83 40.76±3.67
 次于一般职业或低人一等 17 38.35±3.48
对疫情发展的关注程度 2.953 0.000
 非常关注 156 45.92±4.51
 比较关注 224 44.30±4.06
 一般或不关注 40 41.12±4.16
对国家控制疫情的态度 4.155 0.000
 非常有信心 204 46.18±4.25
 有信心 194 43.46±4.03
 不确定或没有信心 22 40.09±3.52
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信念 3.829 0.000
 更加坚定 226 45.81±4.12
 没有变化 182 43.47±4.32
 更加不坚定 12 39.17±3.86

2.5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 以职业使命感总分(赋值:原始值)为因变

量,将单因素分析及相关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校

护理教师的专业态度(赋值:非常积极=1,比较积

极=2,一般=3,比较消极=4,不确定=5)、护理职业

的社会地位(神圣而光荣=1,好于一般职业=2,一
般=3,次于一般职业或低人一等=4)、对国家控制疫

情的态度(非常有信心=1,有信心=2,不确定或没有

信心=3)、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1,
没有变化=2,更加不坚定=3)、认知融合(原始值)、
应对效能(原始值)是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

因素,见表3。

表3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420)

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31.947 2.024 - 15.782 0.000
本校护理教师的专业态度 -1.080 0.170 -0.243 -6.364 0.000
护理职业的社会地位 -0.554 0.235 -0.111 -2.356 0.019
对国家控制疫情的态度 -0.682 0.279 -0.091 -2.449 0.015
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信念 -0.645 0.326 -0.081 -1.980 0.048
认知融合 -0.065 0.016 -0.144 -4.101 0.000
应对效能 0.391 0.035 0.451 11.275 0.000

  注:R2=0.587,调整R2=0.580,F=83.717,P=0.000。

3 讨论

3.1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处于较高水平 本研究

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均分为(4.05±
0.40)分,处于较高水平,明显高于刘莉等[7]对医学生

职业使命感水平的研究结果。原因可能是人们对事

物的态度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也可因

一次体验而突然地获得或改变[8]。护理人员在本次

疫情期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为抗疫一线的主体参

与人员,他们的奉献和敬业行为展示出大爱情怀和担

当及强烈的职业使命感,让未来将成为其中一员的护

生更加深刻感知到护理职业对他人和社会的重要价

值,进而提高自身职业使命感水平。在职业使命感的

3个维度中,利他贡献维度得分最高,原因可能是社

会支持感促进利他行为[9],护理人员作为医务人员团

体的主体中坚力量,为此次抗疫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社会对其致以高度支持和认可,促进护生对护理职业

强烈的向往,进而增强本科护生希望利用自己的职业

来帮助他人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倾向。意义和价值

维度得分最低,原因可能是本组研究对象大多数还未

接触护理临床工作且直系亲属中从事护理工作者较

少,使得其对护理职业和生命意义的联系认知不清

晰。提示社会相关机构应构建、完善并宣传护理职业

独立自主的专业精神和价值内涵,塑造正确的公共职

业形象,提高对护理职业和护生的支持力度;教育工

作者优化护理课程设计,突出护理专业特色,结合护

理人员的抗疫事迹扩充护生对护理临床工作的认知,
加强专业思想和生命意义感教育,激发护生的职业兴

趣,促进人格健全发展,引导护生选择职业发展的方

向。
3.2 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本校护理教师的专业态度 本研究结果显

示,认为本校护理教师的专业态度越积极的护理本科

生,其职业使命感水平越高。原因可能是学生往往是

通过教师的知识、行为和态度来认识护理专业,教师

的一言一行及在教学过程中透露出对护理专业的认

同都影响着学生[10]。提示护理教育者首先自身要有

积极、稳定的专业态度,发挥正面榜样作用,加强护生

专业思想教育,充分利用此次疫情引导护生树立积极

的专业态度,进而提高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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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护理职业的社会地位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
为护理职业的社会地位越高的护理本科生,其职业使

命感水平越高。原因可能是对护理工作积极肯定的

态度,可增强护生对专业意义和价值的认同感[10],进
而激发其对护理职业的热情和兴趣,使护生更加意识

到护理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
3.2.3 对国家控制疫情的态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
对控制疫情的态度越积极的护理本科生,其职业使命

感水平越高,原因可能是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压力事件

的不利影响[11],促进自我价值感水平提高[12],提高积

极心理水平,促进利他行为[9]。国家对于本次疫情高

度关注,为医护人员采取一系列身心安全保障措施,
让护生感受到高度的社会支持感。本组研究对象大

多数对国家控制疫情充满信心,从而增强追求护理职

业的力量,增强其使命感。提示社会相关组织应加大

对护理职业的支持力度,展现护理职业的社会意义;
护理教育者可结合在此次疫情国家对医护人员的支

持措施激发护生自信心等积极心理,进而提高职业使

命感水平。
3.2.4 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信念 本研究结果显

示,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信念越坚定的护理本科生,
其职业使命感水平越高。原因可能是此次疫情表现

出社会对护理职业的强烈需求召唤,护理人员为抗疫

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展现了崇高的医德情感及使命

感,促使护生加强通过护理职业来帮助他人并为社会

做出贡献的决心及行为倾向。提示社会相关组织可

通过此次疫情宣传护理人员及护理职业,提高社会对

护理职业的需求度;护理教育者可将此次疫情为教学

背景,在教学工作中分析护理职业发挥的关键作用和

地位,并结合护理人员的感人事迹,加强其对职业规

划及职业使命的反思引导。
3.2.5 认知融合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融合评分

越低的护理本科生,其职业使命感水平越高。认知融

合是指因对信息理解偏差而导致个体把语言的字面

意思与事实状况等同起来,使对应的功能协调呈解离

状态[13]。认知融合评分越低的护生会更好地处理好

自己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对事物评判更加客观,更好

地调节认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以适应当下情境,
追求有价值的目标,进而提高职业使命感水平。提示

护理教育者可结合此次疫情开展护生评判性思维训

练,积极与护生共同解析疫情中的典型案列,让护生

获得更多经验,引导护生从案列中变通分析、正确认

知,提高自我认知成熟度,进而提高职业使命感水平。
3.2.6 应对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对效能水平

越高的护生,其职业使命感水平越高。应对效能是指

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应对应激情境的需求所持有的

信念。应对效能水平越高的护生,越有信心接受挑

战,采用有效的应对方式维护正向心理,进而提高职

业使命感水平。提示护理教育者在学生教育过程中,
可将此次疫情中护理人员的应对措施与专业知识相

结合,激发护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其主动思考和解

决问题,进而提高职业使命感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下护理本科生职业使命感处于较高水平,其影响因素

多。护理本科生应提高自我效能感;护理教育者需培

养护生评判性思维;社会相关机构应加强对护生及护

理职业的支持,增强护理本科生的职业使命感,提高

护理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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