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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连颖,张彩梅

摘要:目的
 

调查实习护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行为现状,分析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

取综合医院实习护生189名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问卷、转型冲击评价量表和反馈寻求行为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实习

护生转型冲击得分为92.66±19.71;反馈寻求行为得分为61.27±9.35;学生干部经历、对护理工作的态度和转型冲击是实习护

生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1)。结论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行为均处于中等水平,提示护理教育者与管

理者应营造良好的反馈互动文化氛围,针对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端正其护理工作的态度,降低转型冲击程度,

以提高实习护生的反馈寻求行为,提高护生临床实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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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nursing
 

interns'
 

transformation
  

impact
 

and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and
 

to
 

ana-
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ing
 

interns'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Methods
 

Using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189
 

nursing
 

in-
terns

 

working
 

in
 

general
 

hospitals
 

were
 

selected
  

to
 

fill
 

out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Transformation
 

Impact
 

As-
sessment

 

Scale
 

and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Scale.
 

Results
  

Nursing
 

interns'
 

transformation
 

impact
 

score
 

was
 

(92.66±19.71)
 

points,
 

and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score
 

was
 

(61.27±9.35)
 

points.
 

Such
 

factors
 

as
 

whether
 

being
 

a
 

student
 

leader,
 

attitudes
 

towards
 

nursing
 

work
 

and
 

transformation
 

impact
 

contributed
 

to
 

influence
 

nursing
 

interns'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P<0.01
 

for
 

all).
 

Conclusion
  

Transformation
 

impact
 

and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of
 

nursing
 

interns
  

were
 

at
  

medium
 

level,
 

suggesting
 

that
 

nursing
 

educators
 

and
 

managers
 

should
 

create
 

a
 

good
 

feedback
 

interactive
 

cultural
 

atmosphere,
 

adjus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of
 

nursing
 

interns,
 

correc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nursing
 

work,
 

minimize
 

the
 

transformation
 

impact,
 

in
 

an
 

attempt
 

to
  

improve
  

the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of
 

nursing
 

inter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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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冲击理论由Duchscher[1]于2010年提出,该
理论认为转型冲击是由学生角色转变为护士角色时,
个人受自身知识、责任、角色及人际关系的影响,而产

生的心理、生理、知识与技能、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困

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体验与感受。有研究显示,实
习护生进入临床后,会面临各种困难与挑战,很多护

生在临床实习后会选择退出护理行业[2-3]。护生在临

床实习阶段如不能良好适应,不仅降低其入职后的工

作投入与绩效,还会影响患者安全与护理队伍的稳定

及自身的成长发展[4]。反馈寻求行为是个体通过积

极主动观察或询问领导、同事等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以

适应组织和个体发展需要的主动行为[5]。良好的反

馈寻求行为可以使新员工尽快适应职业需要,提高工

作积极性,改善工作效率[6]。本研究通过调查实习护

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行为现状,探讨实习护生转型

冲击对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为护理教育者制定有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6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的实习护生189名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就读于全日制统招学校大专以

上学历的实习护生;②参与实习8~12个月;③能配

合进行问卷填写;④签署知情同意书且自愿参加者。
排除标准:①因病、事假累计脱岗1个月以上者;②参

加自学考试或成人教育护理专业者。189名实习护

生男22名,女167名;年龄19~23(21.47±1.04)岁;
大专114名,本科66名,硕士研究生9名;居住本市

83名,外地106名;独生子女131名,有学生干部经历

54名,家庭支持职业选择140名。对护理工作的态

度:不喜欢37名,一般107名,喜欢45名。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为研究者自行

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

女、是否学生干部经历、家庭支持职业选择、对护理工

作的态度。②转型冲击评价量表:由薛友儒等[7]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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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用于测量护士感受到的转型冲击的程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18。量表包括身体方面(6
个条目)、心理方面(8个条目)、知识和技能方面(5个

条目)、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8个条目)4个维度,共
27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1分=“完全

不相符”、2分=“基本不相符”、3分=“不确定”、4
分=“基本相符”、5分=“完全相符”,总分27~135
分,得分越高表示转型冲击程度越高。本研究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③反馈寻求行为量表:
由Callister等[8]研制、巩振兴[9]翻译并修订,用于测

量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宁川川等[10]应用该量表测量

新入职护士的反馈寻求行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94。为适合护生使用,对量表条目进行调

适。量表包括老师观察式反馈寻求(2个条目)、老师

询问式反馈寻求(2个条目)、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3
个条目)、同学询问式反馈寻求(4个条目)4个维度,
共11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1分=
“完全不符合”、2分=“基本不符合”、3分=“有点不

符合”、4分=“不确定”、5分=“有点符合”、6分=
“基本符合”、7分=“完全符合”,总分11~77分,得
分越 高 表 示 反 馈 寻 求 行 为 越 好。本 研 究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
1.2.2 调查方法 调查者均经专业培训,采用统一

指导语进行解释,向调查对象介绍调查目的与问卷

的填写方法,在取得调查对象同意后发放问卷。所

有问卷由调查对象独立填写,当场回收。共发放问

卷202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189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3.56%。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描

述性 分 析、χ2 检 验、t 检 验 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检 验 水 准

α=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及反馈寻求行为得分情况 
见表1。
表1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及反馈寻求行为得分情况(n=189)

分,x±s

 

项 目 实际得分 条目均分

转型冲击总分 92.66±19.71 3.43±0.73
 身体方面 23.52±4.79 3.92±0.80
 心理方面 29.52±6.08 3.69±0.76
 知识和技能方面 15.70±3.18 3.14±0.64
 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 23.92±5.76 2.99±0.72
反馈寻求行为总分 61.27±9.35 5.57±0.85
 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 17.55±2.73 5.85±0.91
 老师观察式反馈寻求 11.54±1.64 5.77±0.82
 同学询问式反馈寻求 21.68±3.52 5.42±0.88
 老师询问式反馈寻求 10.50±1.58 5.25±0.79

 

2.2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见表

2。
表2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分,x±s

项 目 人数
反馈寻求

行为评分
t/F P

性别 0.122 0.903
 男 22 61.50±10.56
 女 167 61.24±9.22
年龄(岁) 3.113 0.002
 19~ 91 59.12±9.20
 22~23 98 63.27±9.09
学历 2.829 0.005
 大专 114 59.74±9.19
 本科以上 75 63.60±9.18
家庭所在地 2.340 0.020
 本市 83 63.05±9.60
 外地 106 59.88±8.95
独生子女 1.683 0.094
 是 131 60.51±9.13
 否 58 62.98±9.70
学生干部经历 4.251 0.000
 有 54 65.65±10.52
 无 135 59.52±8.25
家庭支持职业选择 2.357 0.019
 支持 140 62.21±9.65
 不支持 49 58.59±7.95
对护理工作的态度 8.661 0.000
 不喜欢 37 56.78±7.31
 一般 107 61.22±9.30
 喜欢 45 65.09±9.48

2.3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行为的相关性分

析 见表3。
表3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

行为的相关性分析(n=189)
 

r

反馈寻求
身体

方面

心理

方面

知识和

技能

社会文化

与发展

转型冲

击总分

同学观察式 -0.302 -0.215 -0.359 -0.230 -0.361
老师观察式 -0.344 -0.206 -0.304 -0.337 -0.365
同学询问式 -0.259 -0.323 -0.354 -0.338 -0.382
老师询问式 -0.352 -0.334 -0.204 -0.215 -0.269
总分   -0.358 -0.356 -0.372 -0.361 -0.387

  注:
 

均P<0.01。

2.4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实

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评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

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实习护生学生干部经历(有=1,无=
2)、对护理工作的态度(不喜欢=1,一般=2,喜欢=
3)和转型冲击(原值)是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响因

素(均P<0.01),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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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189)

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76.431 5.101 - 14.985 0.000
学生干部经历 -7.864 1.436 -0.397 5.474 0.000
对护理工作的态度 6.600 1.245 0.353 5.299 0.000
转型冲击 -0.199 0.047 -0.266 4.280 0.000

  注:R2=0.449,调整R2=0.421;F=16.184,P=0.000。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

显示,实习护生转型冲击总分(92.66±19.71)分,条
目均分(3.43±0.73)分,与各条目中位分数3分相

比,实习护生转型冲击总体得分处于中等水平。与于

明峰等[11]对护士的研究结果相似。低于刘芙蓉等[12]

对肿瘤医院护士转型冲击得分,也低于张瑜[13]对急

诊科护士转型冲击得分。这是因为研究对象和护理

的患者群体不同。肿瘤医院接触的患者均为病情重、
并发症多、经济压力大的患者及家属,对护士的护理

水平与沟通经验要求更高;医院急诊科为全院救死扶

伤的最前线,面对危重急症患者,对护士的技术操作

水平与病情判断与识别能力有一定要求,而综合医院

对于实习护生的要求、压力及责任势必会低于以上医

院的在职护士。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转型冲击

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为“身体方面”“心理方面”“知识

和技能方面”及“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说明对实习

护生影响较大的转型冲击为身体方面,影响较小的为

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实习护生临床工作经验少,面
对临床工作量大、夜班多、患者病情危急等情况,经常

自我感觉知识不足、体力不支,甚至筋疲力尽,即在身

体方面产生转型冲击较大;而实习护生在社会文化与

发展方面受到的转型冲击较小可能与医院氛围、科室

注重培训及虚心向其他护士老师请教等有关。建议

护理管理者关心实习护生临床工作中的诉求,在科室

内部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引导护生认识自身价值,
并尽快融入新环境中。
3.2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

结果显示,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总分为(61.27±
9.35)分,条目均分为(5.57±0.85)分,与各条目均分

4分相比,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总体得分处于中等

水平。与宁川川等[10]对新入职护士的研究结果相

似。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老师观察式反馈寻求”“同学

询问式反馈寻求”及“老师询问式反馈寻求”,说明实

习护生在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行为较强,而在老师询

问式反馈寻求行为较弱。这是因为在反馈寻求方式

上,实习护生刚刚步入工作岗位,多会选择从简单到

复杂的方式解决问题。观察式反馈寻求相对询问式

更为简单便捷,而当观察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时,会进

一步采用询问式反馈寻求。在反馈寻求对象方面,实
习护生更愿意询问同学获得答案,而不敢或不愿意询

问老师。建议各科护理管理者建立在线反馈平台,由
高年资带教护士为实习护生提供准确的反馈信息,采
取多元化的措施完善反馈评价体系,提供有效的学习

环境,以此激发护生寻求反馈的意愿。
3.3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

3.3.1 学生干部经历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干部

经历是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β'=
-0.397,P<0.01),即担任学生干部的实习护生其

反馈寻求行为越好;反之反馈寻求行为越差。究其原

因,一方面,具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实习护士转岗能力

强,能够很快适应临床实习。这种经历可以锻炼个人

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解决突发事件的能

力。因实习护生参与临床工作时间短、临床经验不

足,尚处于临床学习和积累阶段[14],对于临床问题不

能准确判断,具有学生干部经历的护生会发挥自身优

势,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尽快适应临床工作。另

一方面,学生干部经历可影响其处理实际事物与人际

交往的能力。在临床实习期间,学校、老师和同学会

对学生干部寄于更高的期望,这使得学生干部对自己

各方面的要求相对更高。他们会主动与带教老师、临
床医生建立和谐的关系,当遇到疑难问题时会主动请

教,探寻问题的原因与答案,这有利于增强护生的反

馈寻求行为。建议护理管理者建立健全培训管理机

制,给予具有学生干部经历的护生更多机会展现自身

优势,在实习分组、值班工作中合理安排有学生干部

经历的护生与其他护生的比例,鼓励学生干部起到模

范带头作用,实习中互帮互助,促使全体实习护生反

馈寻求行为的提高。
3.3.2 对护理工作的态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护

理工作的态度是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响

因素(β'=0.353,P<0.01),即实习护生对护理工作

越喜爱,其反馈寻求行为越好;反之,其反馈寻求行为

越差。对护理工作的态度反映其对工作的喜爱程度,
也决定了护生的努力方向[15]。刚走出校园的护生在

进入临床工作后,会遇到很多问题与困难,因为对护

理工作的喜爱,会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刻苦专研

护理技能,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增加工作信心,以积极

的工作心态面对临床各种困难,以此提高实习护生的

反馈寻求行为;另外,当这些具有较强反馈寻求行为

的实习护生得到护士或领导的反馈支持和指导后,能
够更加积极地进行反馈。有研究表明,当组织不断鼓

励与支持员工的反馈行为,可以促进反馈的质量,并
激发员工的反馈寻求行为[16]。建议护理管理者采取

措施激发实习护生工作积极性,提高护理工作态度,
以正面教育为主,对于实习期间工作表现突出,尤其

是反馈互动行为较好的护生,给予鼓励与表扬,并做

好优秀实习护生的宣传工作,树立榜样作用,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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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尽快适应临床工作。
3.3.3 转型冲击 本研究结果显示,转型冲击是实

习护 生 反 馈 寻 求 行 为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β'=
-0.266,P<0.01),即实习护生转型冲击程度越

高,其反馈寻求行为越差,反之,其反馈寻求行为越

好。究其原因,一方面,实习护生在进入临床工作初

期因知识、技能等欠缺,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导致出

现转型冲击[17]。转型冲击得分越高的实习护生,从
学校进入临床后,其自身承受的压力越大,适应临床

工作所需要的时间越长,没有更多的精力接受和运

用反馈寻求行为,更不能调动个体内部反馈动机,导
致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较差。另一方面,转型冲

击程度越高的实习护生,常常处于高度敏感状态,且
存在负性心理困扰,容易产生心理、生理、知识与技

能、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困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体

验与感受,导致反馈寻求行为较差[18]。建议护理管

理者可以适当降低实习护生的工作强度、降低其工

作压力,可通过提升实习护生心理承受能力,开展科

室内部积极心理干预辅导,降低护生转型冲击程度,
提高其反馈寻求行为。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

行为均处于中等水平,学生干部经历、对护理工作的

态度和转型冲击是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

响因素。但是,本研究仅对1所医院的实习护生进行

调查,样本缺乏广泛性,不能完全反映整体实习护生

转型冲击与反馈寻求行为状况,今后有待于扩大样本

抽取范围与样本量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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