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护理能力的量化指标评价,未来可在延长观察时

间、增加实训项目和量化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学

生使用虚拟仿真技术联合智慧职教云课堂教学的效

果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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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反馈寻求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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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临床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反馈寻求行为现状,为改善医院关怀环境和提高教学老师关怀能力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431名临床实习护生,采用医院关怀氛围感知量表和反馈寻求行为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实习护生医院

关怀氛围感知得分为4.03±0.78,反馈寻求行为得分5.82±0.81;对护理工作的喜欢程度、对医院关怀氛围的感知是实习护生反

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均P<0.01)。结论
 

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反馈寻求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院管理者需重视

医院关怀环境和教学老师关怀能力提升,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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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氛围是个人对周围人之间的关心、关注、关
爱、照顾等行为的心理体验与认同[1]。研究表明,繁
重的临床工作容易使医护人员感知关怀氛围缺失,进
而导致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低、离职率高[2]。实习护

生作为护士力量的后备军由学校跨入临床,在转型冲

击中会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如缺乏对医院关怀氛围

的感知,将对适应临床实习生活造成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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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良好的反馈寻求行为使护生更好适应临床

实习工作,工作积极性和效率更高[4]。浓厚的医院关

怀氛围使护生在实习生活中感受到组织支持,增强了

在工作中与带教老师、护生等沟通学习互动能力的意

愿,可以尽快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适应职业需要。
本研究通过调查临床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和

反馈寻求行为现状,探索两者的相关性,为进一步优

化临床实习教学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2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全日制统招大专以上学历;②进入临床

实习,且实习时间≥6个月;③自愿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因病、事假等累计不在岗时间≥1个月者。
样本量按照条目数×(5~10)+10%样本脱落率[5]计

算为424~847,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43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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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

计,包括实习护生年龄、性别、籍贯、最高学历、是否独

生子女、是否有学生干部经历、职业选择原因、对护理

工作态度等。②医院关怀氛围感知量表:采用由程

利[6]研制的医院关怀氛围感知量表改编问卷,包括临

床护理实习护生对带教老师给予患者关怀的感知(17
个条目)、带教老师给予自己的关怀感知(19个条

目)、同伴关怀感知(14个条目)、科室其他人(包括非

带教护理人员和临床工作者)给予自己关怀的感知(8
个条目)4个维度5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

法,每个条目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

1~5分,得分越高表示关怀氛围感知越好。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6,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951。③反馈寻求行为量表:由Callister
等[7]开发、巩振兴[8]翻译并修订,将其用于企业员工

反馈寻求行为的调查,Cronbach's
 

α系数0.890。宁

川川等[9]应用该量表测量新入职护士的反馈寻求行

为。量表包括领导观察式反馈寻求(2个条目)、领导

询问式反馈寻求(2个条目)、同事观察式反馈寻求(3
个条目)、同事询问式反馈寻求(4个条目)4个维度共

11个条目。本研究为适合实习护生使用,将“领导”
调整为“老师”,“同事”调整为“同学”。量表采用Li-
kert

 

7级评分法,从1~7分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反馈寻求行为越好。本研究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8。
1.3 调查方法 研究者将调查问卷制成电子问卷并

生成二维码,卷首说明本次研究的方法和意义,采用

匿名调查形式。问卷设置所有条目为必答题,每个IP
地址只能答题1次,需在5~10

 

min完成。实习护生

通过扫描二维码参加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437份,
有效问卷431份,问卷有效率为98.6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处理数据。
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

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的一般资料 431名护生中,男89
名,女342名;年龄18~23(20.47±2.16)岁;大专

262名,本科169名;籍贯为本市76名,非本市355
名;独生子女126名,有学生干部经历65名。职业选

择原因:家庭支持263名,朋友支持67名,自己选择

101名。对护理工作喜欢程度:喜欢93名,一般257
名,不喜欢81名。
2.2 实习护生对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反馈寻求行为

得分 见表1。
2.3 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反馈寻求行为的

相关性 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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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为因变量,一般资料(性别、
年龄、学历、籍贯、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有学生干部经

历、职业选择原因、对护理工作喜欢程度)及医院关怀

氛围感知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α入=0.05,α出=0.10)。结果显示,对护理工作喜欢

程度(1=不喜欢,2=一般,3=喜欢)和医院关怀氛围

感知为反馈寻求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3。
表1 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

反馈寻求行为得分(n=431)

项
 

目  条目均分(x±s)

医院关怀氛围感知 4.03±0.78
 带教老师给予患者的关怀感知 4.15±0.83
 带教老师给予自己的关怀感知 3.62±0.77
 同伴关怀感知 4.27±0.72
 科室其他人给予自己的关怀感知 4.03±0.68
反馈寻求行为 5.82±0.81
 老师观察式反馈寻求 5.87±0.77
 老师询问式反馈寻求 5.51±0.79
 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 5.80±0.83
 同学询问式反馈寻求 6.08±0.91

表2 实习护生对医院关怀氛围感知与反馈

寻求行为的相关性(n=431) r

项目

带教老师给

予患者的关

怀感知

带教老师给

予自己的关

怀感知

同伴关怀

感知

科室其他人

给予自己的

关怀感知

关怀氛围

感知总分

老师观察式反馈寻求 0.451 0.511 0.397 0.423 0.503
老师询问式反馈寻求 0.467 0.507 0.388 0.398 0.515
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 0.331 0.414 0.461 0.384 0.488
同学询问式反馈寻求 0.343 0.406 0.477 0.392 0.475
反馈寻求行为总分 0.448 0.517 0.482 0.467 0.522

  注:均P<0.01。

表3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431)

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项 15.216 2.781 - 5.102 0.000
对护理工作的喜欢程度 0.413 0.055 0.426 9.337 0.000
医院关怀氛围感知 0.237 0.039 0.379 6.931 0.000

  注:R2=0.572,调整R2=0.556;F=51.317,P=0.000。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状况 本研究结果

显示,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提示医院关怀氛围较好,与王婷婷等[10]的研究结

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目前教学医院管理者普遍

比较重视对关怀氛围的营造有关。得分最高的为同

伴关怀感知,得分最低的为带教老师给予自己的关怀

感知,与王婷婷等[10]、陈洋等[2]的研究结果一致。原

因可能为医院对实习护生实施5~6人小组制管理,
相同年龄的护生均需离开校园生活开始临床实习,经
历相似,共同话语较多,工作和生活中互动较多。当

遇到困难时,同伴更方便发现并及时给予帮助,更容

易感知同伴带给自己的关怀和温暖。带教老师在承

担着带教工作外,还需承担临床护理、科室管理、科研

输出等任务[11],与护生沟通交流的时间相对有限,同
时与带教老师人文关怀能力水平不足有关[12]。提示

护理管理者需尽力营造科室人文关怀氛围,减少带教

老师带教工作外的工作量,提高临床带教质量。

·96·护理学杂志2021年12月第36卷第23期



3.2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
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宁川川

等[9]对新入职护士的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原因,可能

为新入职护士和护生进入临床工作时间短,对工作环

境和过程不了解,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寻求反馈的行为

较为强烈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各维度得分由高到

低依次为同学询问式反馈寻求、老师观察式反馈寻

求、同学观察式反馈寻求及老师询问式反馈寻求。说

明实习护生在同学询问式反馈寻求行为较强,老师询

问式反馈寻求行为较弱。分析原因为,护生之间日常

工作和生活接触较多,人际关系较亲密,当工作中遇

到疑惑或困难时他们更愿意首先考虑向同伴求助,担
心带教老师工作量较大没有时间解决自己的疑问,因
而护生不会优先向老师发出询问来解决问题,提示护

理管理者需注重带教老师人文关怀能力的培养和提

升,促进带教老师及时发现实习护生存在的疑问和工

作生活中的困难并给予解决。
3.3 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因素

3.3.1 对护理工作的喜欢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
对护理工作的喜欢程度是实习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

影响因素(P<0.01)。实习护生对护理工作越喜欢,
其工作中反馈寻求行为越好。与连颖等[13]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分析原因为,护生对护理工作的喜欢,决
定了其工作中的努力方向[14]。喜欢护理专业的实习

生在踏入临床实习时,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并在临

床实践中积极主动地寻找通往目标的路径。如仔细

观察带教老师操作示范和指导,模仿带教老师与患者

沟通方法,与周围同学密切合作去完成实习任务,并
愿意相互分享有益的实习心得体会,表现出良好的反

馈寻求行为,从而更容易适应临床实习生活。高校老

师在传授专业理论学习的同时,需加强护生对于护理

专业的正确认识,提高其职业认同感,有利于实习护

生更好地适应临床实习生活。
3.3.2 医院关怀氛围感知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习护生医院关怀氛围感知行为是其反馈寻求行为

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实习护生感知到的医院关怀氛

围越多,其反馈寻求行为越好,更容易适应临床实习

生活。Waston[15]指出医院关怀氛围的建立与传承极

为重要。黄金银等[16]研究认为,护生实习期间大多

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角色适应不良,面临转型冲击所带

来的各方面压力,这时护生可以感知到周围带教老

师、同学、医生或者其他人员之间的关爱、关心、照顾

等的体验和认同,可缓解其心理压力,激发护生更积

极主动地学习和建立战胜困难的勇气,有利于护生适

应临床实习生活。同时,护生通过感知良好的医院关

怀氛围可以拉近与组织之间的距离感,更容易融进集

体,具备更好的观察或询问带教老师、同学的条件,适
应科室组织和个人临床实习生涯的发展,即提高了其

反馈寻求行为。提示医院整体关怀氛围建设不可忽

视,综合教学医院可以在现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

基础上开展对实习护生的关怀教育,使关怀教育成为

培养实习护生的价值体系。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的医院关怀氛围感知

与反馈寻求行为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对护理工作的喜

欢程度和医院关怀氛围感知是护生反馈寻求行为的

影响因素。医院管理者应重视营造医院的关怀环境,
培养具有良好专业素养、人文素养的带教队伍,促进

临床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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