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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护士工作准备度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高淑平1,2,邢利民1,周玉梅1,刘佩1,田云1

摘要:目的
 

了解新护士工作准备度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湖北省5所三级甲等医院工作1年内的护士,使用一般资

料调查表、中文版毕业护士工作准备度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314名新护士工作准备度得分为(268.93±68.64)分。logistic回归

分析显示,其他医院工作经历、家庭支持程度、与同学是否相处融洽是新护士工作准备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P<0.01)。
结论

 

新护士工作准备度处于中等水平,影响因素较多。护理管理者应为新护士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提高工作准备度。
关键词:新护士; 工作准备度; 工作经历; 家庭支持; 人力资源;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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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老龄化和慢性病人口的增加,对临床护理人

力资源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护士作为护理行业的

新生力量,可以较好地应对人力资源缺乏的挑战。研

究显示,新护士因适应不良导致流失率达到4%~

54%[1],这对护理人力资源培养与稳定、患者安全保

障均有较大影响。工作准备度是指毕业护士具备使

他们在工作场所取得成功的特征和属性的程度,代
表新护士的工作表现及职业发展潜力[2]。新护士走

上工作岗位后,面临学生到护士角色及学校到医院

环境转变的双重压力,导致因既往角色、责任、技能

等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因而产生迷茫、困惑等负

面感受[3],造成一系列影响用人单位雇佣状况、个人

职业生涯及护理人力资源流失等现象,而工作准备

度影响新护士角色转变[4]。本研究旨在了解新护士

工作准备度现状,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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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护理人才、用人单位聘用新护士及培训环节提

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湖北省5所

三级甲等医院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入职的314
名新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具有识读中文能

力的新护士;②上班时间≤1年;③中专及以上学历。
排除标准:①规培及进修护士;②非在职在岗的护士;
③拒绝参与本调查的新入职护士。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基本情况调查表。采用自行设

计的问卷,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
姻状况、其他医院工作经历、家庭所在地、月收入、家
庭支持程度等。②中文版毕业护士工作准备度量表。
由 Walker等[5]编制,李佳颖等[6]汉化而成。包括社

交能力(9个条目)、工作竞争力(8个条目)、组织敏锐

度(7个条目)、个人工作特质(4个条目)、职业发展(9
个条目)5个维度37个条目。采用10级评分法,满分

370分,总分越高代表毕业护士的工作准备度越高。
将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得分≥70分者为工作

准备度高,<70分为低[6]。该量表总体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0。
1.2.2 调查方法 以问卷星形式线上发放问卷,研
究对象通过打开网络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的方法匿名

填写问卷。在选取的5所医院中,每所医院指定调查

负责人,首先对负责人进行培训,确保其充分了解本

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意义,再由其负责动员和指导本

院护士填写问卷。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全部填写完

毕后才可提交问卷。回收问卷330份,有效问卷314
份,有效回收率为95.15%。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新护士一般资料及工作准备度的单因素分析 
314名新护士中男39人,女275人;年龄20~35(24.87±
2.06)岁。每月夜班频次0次43人,1~4次74人,≥5次

197人。89人通过英语六级考试。护士总体工作准备

度得分75~363(268.93±68.64)分,标准分20~98
(72.68±18.55)分。高分组197人,低分组117人。
5个维度均分依次为工作竞争力(6.82±1.20)分、社
交能力(5.99±1.63)分、职业发展(8.62±1.19)分、
组织敏锐度(7.89±1.14)分、个人工作特质(5.76±
1.13)分。不同性别、其他医院工作经历、婚姻状况等

特征的新入职护士工作准备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1。
2.2 新护士工作准备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工

作准备度(赋值:低分组=1,高分组=2)为因变量,以
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结果显示,
其他医院工作经历(否=1,是=2)、家庭支持程度(很
少=1,一般=2,较高=3)、与同学相处融洽(否=1,
是=2)为新护士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见表2。

表1 不同特征新护士工作准备度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工作准备度得分

(x±s)
t/F P

性别 11.531 0.001
 男 39 234.62±64.61
 女 275 273.96±62.76
文化程度 6.686 0.001
 中专 36 237.00±52.84
 大专 92 259.02±56.36
 本科及以上 186 279.54±54.38
其他医院工作经历 24.692 0.000
 有 152 278.95±59.74
 无 162 259.81±60.27
家庭所在地 9.730 0.002
 本地 238 275.83±65.17
 外地 76 247.92±62.87
婚姻状况 16.791 0.000
 未婚 261 276.07±57.59
 已婚 53 234.60±56.38
月收入(元) 15.732 0.000
 <3000 132 257.16±64.02
 3000~4999 138 291.21±60.95
 ≥5000 44 235.39±63.69
曾获得奖学金 24.082 0.000
 是 156 287.59±68.19
 否 158 250.79±64.66
兼职经历 7.943 0.005
 有 195 277.53±60.57
 无 119 255.21±63.94
与同学相处融洽 14.038 0.000
 是 281 273.96±63.19
 否 33 227.45±60.68
家庭支持程度 5.055 0.007
 很少 38 249.76±61.32
 一般 94 257.41±60.49
 较高 182 279.30±62.75
院校类别 19.842 0.000
 西医院校 206 281.24±65.36
 中医院校 108 245.86±69.63

表2 新护士工作准备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项
 

目 β SE Waldχ2 P OR 95%CI

常数 -5.083 1.060 22.985 0.000 0.006 -
其他医院工作 0.939 0.274 11.778 0.001 2.558 1.496~4.373
经历

家庭支持程度 0.505 0.217 5.422 0.020 1.604 1.223~2.191
与同学相处融洽 1.209 0.384 9.898 0.002 3.349 1.577~7.110

  注:R2=0.323,调整R2=0.238;F=85.182,P<0.05。

3 讨论

3.1 新护士的工作准备度现状分析 本次调查的新

护士工作准备度总分为268.93±68.64,处于中等水

平,高于李佳颖[6]在2019年调查的广西省新入职护

士工作准备度得分。5个维度中职业发展维度得分

·25·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Mar.
 

2022 Vol.37 No.5



最高,个人工作特质维度得分最低。个人工作特质在

新护士应对工作场所需求与挑战时显得极其重要[7],
包含心理弹性、灵活性、压力管理、共情与人文关怀能

力等。是我国与其他国家毕业护士同样面临的问题。
对新毕业护士而言,陌生的环境、护患沟通、人际关系

等都是强大的应激源,仅有1.8%新护士在入职后为

低焦虑水平[8],新护士因经验不足、害怕与患者单独

沟通,害怕患者家属的咨询等,加之对自我期望较高,
在社交中容易产生苦恼、焦虑等心理反应,这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新护士的个人工作特质。吴晓慧等[9]

研究显示,初级职称、低年资护士的心理弹性较差。
宋美璇等[10]研究显示,心理弹性的提升对工作压力

和职业倦怠的影响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护理管理

者在新护士初入职场时,适当降低工作强度,而后循

序渐进,充分发挥高年资护士的“传、帮、带”作用,降
低新入职护士的转型冲击水平,帮助他们尽快适应临

床工作。此外,护理管理者亦可以引导新护士挖掘自

身优势,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和处理问题,改变生活和

工作状态。
在维度得分方面,本研究中新入职护士在工作竞

争力、社交能力、组织敏锐度等方面低于Patterson
等[11]调查的48名澳大利亚新护士,后者分别为(7.7±
1.2)(7.3±1.4)(8.7±1.0),但在个人工作特质方面

高于澳大利亚新护士(4.4±1.8)。这可能源于中西

方文化间的差异及实习制度的不同。后者调查的人

数相对较少,亦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Carless[12]通
过对50个澳大利亚组织机构进行调查后发现,用人

单位在对毕业护士选聘的最终阶段,会使用访谈法、
性格测试、能力测试、认知能力测试、个人特质测试等

评估方法进行选拔。工作竞争力要求新护士掌握从

事护理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临床专科技能及学习

能力[13]。我国护生临床实习时间为8~12个月,一
般分布于最后一学年,新护士存在临床实践锻炼少、
理论知识掌握不牢固等特点。而澳大利亚护生临床

实习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临床实习占课时的一半,3
年内临床实践时间不低于1

 

000
 

h[14]。这种实习制度

的不同,可能是我国新护士在工作竞争力等方面低于

澳大利亚护士的原因之一。建议高校在现有临床实

习的基础上,在其他学年增设短期临床见习;同时,通
过设立导师制,对护生进行职业引导与帮扶。

本研究中,新护士的社交能力、组织敏锐度维度

评分低于李佳颖[6]对435名新护士的调查结果(分别

为6.30分、8.50分);工作竞争力、职业发展、个人工

作特质高于后者(分别为6.07分、7.65分、5.48分)。
可能与毕业护士的区域经济文化差异、所在城市竞争

力差异等有关。我国新护士在社交能力、个人工作特

质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足。究其原因:①新护士进入

新环境后,缺乏归属感,担心出现差错被批评,难以融

入新职场。②新护士担心遭受患者或家属的暴力冲

击及社交矛盾所带来的挫败感。高校在护理人才培

养时充分利用社会平台,对护生进行沟通专题教育及

日常启发,帮助护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尽快融入职场。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完善临床带教老师的选拔、培训,
在培训经费、带教时间等方面给予支持,让带教老师

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新护士的带教管理中;同
时,用人单位在对新护士岗前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后,
制订岗前培训时间、培训指南、培训制度,为新护士融

入职场提供安全有效的过渡保障。科室护理管理者

在注重护理专业知识与技能传授的同时,应加强对新

护士的心理支持及良好的工作氛围的营造,全方位帮

助新护士尽早做好工作准备,顺利实现角色转化。
3.2 新护士工作准备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其他医院工作经历 回归分析显示,有其他

医院工作经历的新护士比无工作经历的新护士更易

拥有高水平的工作准备度(OR=2.558,P<0.01)。
原因可能在于:新护士走向工作岗位后,需要适应角

色、环境、责任等多方面的转换[8],而有其他医院工作

经历的护士,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专业能力、评判

能力和独立工作的信心。新护士可以充分利用自己

扎实的理论知识、一定的临床经验及操作技能,尽快

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3.2.2 家庭支持程度 本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度越

高,新护士工作准备度越高。与蒲佳[15]对产后护士

重返工作准备度的研究结果类似。原因可能在于:缺
乏家庭支持的护士,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工作态

度,进而产生职业倦怠。研究显示,家庭成员的感情

联络越紧密,角色分配、工作适应能力越强,工作准备

度越高[16]。Anthony等[17]的研究也显示,新护士受

到的社会支持越高,转型冲击强度越弱,工作准备度

越高。家庭、社会应给予新护士充足的情感支持、社
会支持,以提高新护士的工作准备度,尽早适应新工

作、新环境,实现角色转变。
3.2.3 与同学相处是否融洽 本研究显示,在校期

间与同学相处融洽的新护士工作准备度更高(OR=
3.349,P<0.01)。与李佳颖[6]的研究结果相似。究

其原因:①在校期间与同学相处不融洽的新护士合作

意识欠缺,抗挫折能力不强,易产生悲观和迷茫情

绪[11];②性格内向者,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安全感和信

任感,缺乏可以倾诉感情的挚友,当身边同事需要帮

助时,不能主动施以援手[18]。在校期间与同学相处

不融洽的新护士走向工作岗位时,因环境陌生、担心

出错、不善沟通等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与担心。在心

理承受能力及社会实践能力不佳时,可能会选择转

行,造成护理人才的流失[19]。用人单位可在积极心

理视角下给予干预措施,如开展心理学主题内容讲

座、书写感恩日志等,进而改善新护士转型心理适应,
提高工作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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