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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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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本科实习护生的自我超越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昆明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441名本科实习护生为研

究对象,采用自我超越量表、心理自立量表、成就动机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总分为(46.15±6.00)分;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对护理专业的看法、心理自立、成就动机是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本科

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总变异量的45.3%。结论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学校及实习医

院可通过认知干预、自我反思、正念训练等措施,提升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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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elf-transcendence
 

status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
tors.Methods

 

A
 

total
 

of
 

441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from
 

three
 

tertiary
 

hospitals
 

in
 

Kunming
 

were
 

selected
 

to
 

fill
 

out
 

the
 

Self-Transcendence
 

Scale,
 

Psychological
 

Self-Reliance
 

Scale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self-tran-
scendence

 

was
 

(46.15±6.00)
 

in
 

the
 

students.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lf-
transcendence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familial
 

place
 

of
 

residence,
 

attitude
 

towards
 

nursing
 

specialty,
 

psych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hich
 

accounted
 

for
 

45.3%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self-transcendence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Conclusion
 

Self-transcendence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as
 

at
 

moderate
 

to
 

high
 

level,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Schools
 

and
 

internship
 

hospitals
 

can
 

improve
 

self-transcendence
 

level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through
 

cognitive
 

intervention,
 

self-reflection,
 

mindfulness
 

train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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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超越是指个体在不否定自我的前提下不停

扩展技能,调整观点、目标和行为,从而超越现状,达
到更高层次自我的过程,自我超越的核心是个人的精

神力量[1]。本科实习护生是未来临床护理工作的中

坚力量,良好的自我超越水平对于护生来说尤为重

要[2]。研究表明,良好的自我超越水平能够减轻个体

的不良情绪,且自我超越与职业认同、创新能力、主观

幸福感息息相关[3]。护生的自我超越会影响其情绪

健康、创新思维及对护理的认可,而这些正是促进护

理事业不断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美好品质。自我超越

与个体心理因素密切相关[4-6],心理上的独立自主和

个体的内在动力等属于心理因素。本研究对本科实

习护生自我超越水平进行现状调查,同时分析个体背

景因素、心理自立、成就动机对自我超越的影响,旨在

为护理教育者及管理者提高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

水平提供借鉴。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2021年3~5
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研究对象,从昆明市3所

三甲医院中选取本科实习护生441人。纳入标准:①
处于实习期,全日制本科护理学专业;②实习时间≥2
个月;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调查期

间由于请假无法填写。样本量按被测条目的5~10
倍计算[7],同时考虑10%脱落率,所需样本量至少为

412。本研究最终有效调查本科实习护生441人,男
44人,女397人;年龄19~25(21.36±1.00)岁。性

格内向型222人,外向型219人;家庭居住地城镇128
人,农村313人;独生子女104人,非独生子女337
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
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性格、家庭居住地、是否为

独生子女、对护理专业的看法和是否为学生干部等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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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自我超越量表 自我超越量表由Reed[8]

编制,本次研究使用张晶[9]汉化的量表。量表共有

15个条目,为单维度量表。采用4分法计分,从“不
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1~4分。总分15~60
分,得分越高代表其自我超越水平越高。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877[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10。
1.2.1.3 心理自立量表 由夏凌翔[11]于2003年编

制,包括自我坚信、自我负责、目标管理、自我抚慰、开
放包容、自我认识和自我做主7个维度,每个维度各3
个条目共21个条目。采用5分法计分,从“非常不符

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1~5分,部分条目为反向计

分。总分21~105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自立水平越

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4[12],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3。
1.2.1.4 成就动机量表 采用叶仁敏等[13]汉化修

订的成就动机量表,包括追求成功的动机与避免失败

的动机2个维度,每个维度15个条目共30个条目。
采用4分法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

计1~4分。成就动机得分为追求成功的动机维度得

分减去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总分-45~45分,得分

越高代表成就动机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4[1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7。
1.2.2 调查方法 与各医院护理部或教学管理科沟

通后获得支持与帮助,在实习护生集中培训时发放问

卷;调查者向调查对象阐明本次调查的目的与重要

性,保证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发放问卷后由调查对

象独立匿名填写,当场收回。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485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441份,问
卷有效回收率90.9%。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非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与四分位数[M(P25,
P75)]描述,分类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独立

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心理自立及成就动机

得分 见表1。
2.2 不同特征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得分比较 不

同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的本科实习护生自我

超越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
同性格、家庭居住地、对护理专业的看法、是否为学生

干部的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与心理自立、成就动机

相关性分析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得分与心理自

立呈正相关(r=0.589,P<0.01),自我超越与成就

动机呈正相关(r=0.396,P<0.01)。
表1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心理自立及成就

动机得分(n=441)
分,x±s/M(P25,P75)

项目 总分

 自我超越 46.15±6.00
 心理自立 76.33±7.50
  自我坚信 8.01±2.29
  自我负责 12.27±1.42
  目标管理 11.39±1.84
  自我抚慰 11.47±1.74
  开放包容 12.44±1.50
  自我认识 11.24±1.56
  自我做主 9.51±1.70
 成就动机 0.00(-4.00,5.00)

  追求成功的动机 42.00(37.00,45.00)

  避免失败的动机 41.00(37.00,45.00)

表2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有统计学差异的

项目得分比较 分,x±s

项目 人数 自我超越总分 F/t P

性格 -4.722 0.000
 内向型 222 44.84±5.41
 外向型 219 47.47±6.28
家庭居住地 2.269 0.024
 城镇 128 47.20±6.36
 农村 313 45.72±5.80
对护理专业的看法 23.014 0.000
 看好 219 47.97±5.83
 一般 210 44.67±5.42
 不看好 12 42.25±8.28
是否为学生干部 2.218 0.034
 是 99 47.27±6.35
 否 342 45.82±5.86

2.4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的影响因素 以本科实

习护生自我超越得分为因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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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入 =
0.05,α出=0.10)。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城镇=1,
乡村=2)、对护理专业的看法(看好=1,一般=2,不
看好=3)、心理自立(原值)、成就动机(原值)是本科

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

异量的45.3%,见表3。
表3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n=441)

项目 β SE β' t P VIF
常数 18.546 2.793 - 6.640 0.000 -
家庭居住地 -0.954 0.467 -0.072 2.045 0.041 1.005
对护理专业 -1.465 0.399 -0.135 3.671 0.000 1.083
的看法

心理自立 0.411 0.033 0.51312.593 0.000 1.337
成就动机 0.109 0.025 0.179 4.431 0.000 1.311

  注:R2=0.458,调整R2=0.453;F=92.058,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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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

示,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总分得分为(46.15±
6.00)分,处于中等偏较高水平,与 Hwang等[15]调查

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原因:①本次研究的调查时间在

国内新型冠状病毒型肺炎(下称新冠肺炎)爆发之后,
新冠肺炎期间护理人员的付出得到了全国人员的高

度认同,大量护理人员在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被媒体

宣传报道,作为护理人员的榜样广为宣传,使护生对

专业的认同感提高[16]。更多护生开始理解护理事业

的伟大与神圣,并且以自己是护理专业学生、是未来

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为骄傲,重新规划职业生涯,并
朝着目标不断进步。②个体的心理状况、思维方式以

及心理与精神状态与自我超越水平息息相关。实习

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后,面对新的压力和陌生环境时难

免会不适应,带教老师、朋友以及患者的认可在护生

自身价值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7],带教老师和同

学的帮助是快速适应实习生活的关键,患者的理解与

支持则是稳定信心的强心剂。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
护生起初的紧张焦虑则会不断减少,思维模式又有了

新的启发,深刻理解了护理工作的意义,对自我价值

有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种良性循环下,护生开始自我

反省并重新接纳自己的角色,不断提升自我理论知识

和实践能力,实现自我超越。
3.2 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影响因素

3.2.1 家庭居住地 本研究表明,家庭居住地是本

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的影响因素,城镇护生自我超越

水平高于乡村护生。分析原因:自我超越会随着知识

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15]。城镇护生接受到

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通过主动或者被动的方式

接触到专业相关信息,更早地明晰自己的人生目标并

努力达到目标。农村护生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或多

或少需要承担家庭的一部分责任,反思自我的时间则

相对较少,这会导致对自身进步的希望水平降低,从
而自我超越水平降低[18]。护理教育及管理者在关心

实习护生临床技能学习的同时,需给予护生足够的时

间进行自我总结与思考。如采用叙事医学模式[19-20],
通过撰写实习日记和举办讨论会等形式,帮助护生在

临床工作之余进行自我反思,体会生命的意义,达到

超越自我的目的。
3.2.2 对护理专业的看法 本研究结 果 表 明,
49.7%本科实习 护 生 对 护 理 专 业 表 示 看 好,仅 有

2.7%持不看好的态度,对护理专业的看好率高于周

志伟等[12]的研究结果。本研究结果表明,对护理专

业越看好的学生,自我超越水平越高。对护理专业越

看好的学生,其工作投入程度越高,而工作投入与自

我超越呈正相关关系[21]。实习阶段是护生对护理事

业职业认知形成与改变的重要阶段,护生这段时间能

感受到护理专业给自己带来知识水平的提高,给自己

或者亲属带来健康支持和帮助,对护理工作的认同感

会增加,产生积极情绪体验,而职业认同为工作投入

的预测变量[22],因此护生会在实习工作中投入更多

的热情,拥有更加正面的世界观,自我超越水平提高。
护理教育及管理者可在积极心理学扩展构建理论的

基础上,采用认知行为干预法提升本科实习护生的自

我超越水平[23],或者安排心理学专家进行讲课,帮助

护生排解不良情绪,增强积极信念,提高个体的幸福

感。
3.2.3 心理自立 心理自立是个体摆脱过度依赖、
迷信和权威,从心理层面上相信并且依靠自己,掌控

和调节心理资源、活动以及行为,并且对自己的言行

负责,积极主动地接受外界事物、规划与发展自己的

过程[12]。根据自我超越的概念,自我超越水平的提

升需要以不否定自我、相信自己为前提,而此前提是

个体获得心理自立。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科实习护生

心理自立得分越高,自我超越水平越高。心理自立状

况较好的护生具有更加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
对于人生规划和设立的目标有更加坚定的信心,不断

达成目标,实现自我超越。护理教育及管理者可以从

心理自立的7个维度入手,利用各种资源提高本科实

习护生的自我超越水平:①利用导师制,采用面对面

方式了解护生存在的困惑,帮助其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与价值观,使护生能够树立自信心,相信自己的决定

并且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应有的责任,护生的

自我坚信、自我负责、自我做主三方面得到提升;②给

实习护生创造与他人合作学习的机会,在与他人合作

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包容他人、理解他人,同时也能够

通过他人的反馈客观地了解自己,使护生的开放包

容、自我认识两方面得到提升;③定期开设讲座或者

咨询会指导实习护生做出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

指出在向目标前进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个

人勇于直面问题,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式才能获得最

后的成功,使护生目标管理、自我抚慰两方面得到提

升。
3.2.4 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是指一个人希望完成挑

战性的任务时的内在动力与心理倾向,其会影响到个

人的努力方向和努力程度,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

关键因素[24]。成就动机强的个体,对自身会有相对

较高的要求,能够促使个体更加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

自我。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科实习护生成就动机得分

越高,自我超越水平越高。分析原因:①成就动机较

高的护生面对困难时,能够以饱满的状态和积极的心

态面对,且积极面对与自我超越呈正相关,回避困难

与自我超越呈负相关[25];②成就动机高的护生追求

成功的动机相对高于避免失败的动机,对于未来的目

标有较高的希望水平。Haugan[26]认为希望水平正向

促进自我超越水平。因此,护理教育及管理者应注重

积极心态以及希望水平对于自我超越的促进作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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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训练用于护生的教学与培训中,组织与正念相关

的活动,如静坐沉思[27]、正念瑜伽[28]等缓冲护生的消

极心态和低希望水平,通过正念活动不断抵消消极心

理对于护生自我超越的负面作用。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科实习护生的自我超越水平

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学校的

教学及实习医院的带教培训中,应注重护生的自我反

思、正向情绪、心理自立和成就动机对自我超越的影

响,采取措施提高本科实习护生自我超越水平。本研

究的局限性在于,本研究样本仅选取自昆明市3所三

甲医院,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会受到影响,在今后的研

究中可进一步扩大样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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