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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新护士转型冲击与
职场适应度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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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新护士的职场适应度,探讨转型冲击、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与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关系,为促进新护士职场适应、
稳定护理队伍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抽取山东省5所三级甲等医院的368名新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医护人员

抗逆力量表、护士个人-组织契合评估量表、新护士转型冲击量表和护士职场适应度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新护士职场适应度总

分为(65.90±10.71)分,转型冲击总分为(80.34±22.87)分,抗逆力总分为(71.18±12.56)分,个人组织契合总分为(159.64±
28.82)分。转型冲击对职场适应度的间接效应成立,总的间接效应为-0.161;抗逆力的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41%;抗逆

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2.12%。结论
 

新护士职场适应度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新护士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减轻新护

士的转型冲击,积极培养其抗逆力,增强其个人与组织契合水平,进而提高其职场适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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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workplace
 

adaptability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ansition
 

shock,
 

resilience,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d
 

workplace
 

adaptabilit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workplace
 

adaptability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
 

and
 

stabilizing
 

nursing
 

team.Methods
 

A
 

total
 

of
 

368
 

newly
 

graduated
 

nurses
 

from
 

5
 

class
 

A
 

tertiary
 

hos-
pitals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A
 

self-designed
 

socio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the
 

Medical
 

Staff
 

Resilience
 

Scale,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ssessment
 

Scale
 

for
 

Nurses,
 

Transition
 

Shock
 

Scale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
 

and
 

Nurses'
 

Workplace
 

Adaptability
 

Scale
 

were
 

used
 

for
 

survey.Results
 

The
 

sample
 

scored
 

(65.90±10.71)
 

on
 

workplace
 

adaptability,
 

(80.34±22.87)
 

on
 

transition
 

shock,
 

(71.18±12.56)
 

on
 

resilience,
 

and
 

(159.64±28.82)
 

on
 

person-organization
 

fi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ransition
 

shock
 

on
 

workplace
 

adaptability
 

was
 

identified,
 

and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value
 

was
 

-0.161.
Resilience

 

accounted
 

for
 

25.41%
 

of
 

the
 

total
 

effect.The
 

chain-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ransition
 

shock
 

and
 

workplace
 

adaptability
 

accounted
 

for
 

12.12%
 

of
 

the
 

total
 

effect.Conclusion
 

Newly
 

graduated
 

nurses
 

report
 

moderate
 

to
 

high
 

level
 

of
 

workplace
 

adap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play
 

a
 

chain-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ition
 

shock
 

and
 

workplace
 

adaptability.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reduce
 

transition
 

shock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and
 

person-organization
 

fit
 

level,
 

thus
 

to
 

improve
 

their
 

work-
place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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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护士指毕业后参加临床工作1年内的护士[1]。
《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行)》明确指出要加强新护

士的角色心理和角色适应,做好新护士的工作应激和

心理保健工作[2]。职场适应度(Workplace
 

Adapta-
bility)是在工作中适应相关环境规范,并建立起和谐

关系的能力,就护理工作而言,职场适应度影响护士

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体验,进而影响医院护理队伍的

稳定性和护理质量[3]。既往研究报道,新护士年轻、
职业定位不准、临床工作适应能力不同且处于第1年

规范化培训阶段,存在不同程度的职场适应不良,新
护士职业生涯首年流失率可达4%~54%[4-5]。转型

冲击(Transition
 

Shock)是新护士由学生角色转变为

护士角色时,受知识、责任、角色及关系的影响而在身

体、心理、知识与技能、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产生迷

茫、怀疑、困惑及定位不明的感受和体验[6]。研究表

明,新护士转型冲击与工作适应障碍呈显著正相

关[7]。抗逆力(Resilience)是个体在面临逆境、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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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大突发事件压力下的积极心理资源,是从受挫后

回弹和恢复的一种能力[8]。抗逆力理论认为,个体在

成长过程中并不能避免风险,却能在不良经验后重新

建立起平衡,通过保护因素缓解或降低风险因素的负

面影响,促进个体正常发展,故高抗逆力水平的护士

能够更好地适应职场中的压力和挑战[9]。个人组织

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主要描述个体与所属

组织在文化、价值观、目标追求和知识能力等方面的

一致性、互补性和吻合性程度[10]。个人组织契合理

论强调个体的能力与特定岗位要求及其内在特征与

组织潜在特征的匹配程度,且这种契合会对个人及组

织带来正面效益,促进个体职业成长,降低离职意愿,
满足组织发展需求并提升组织整体绩效[11]。职业建

构理论认为,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应对困难和挑战

的能力直接影响适应结果,个体与环境的契合度反映

适应结果,适应结果与职业适应性呈正相关[12]。本

研究旨在探讨转型冲击、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与职

场适应度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制订针对性干预措施以

提升新护士职场适应度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0月选取

山东省5所三级甲等医院的新护士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临床在职注册护

士;②应届毕业生;③入职时间3~12个月;④自愿参

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外来进修护士;②既往有临

床工作经历,如工作后再全日制学习;③因各种原因

(如疾病、家庭或其他个人原因等)不在岗。根据多因

素研究中样本量至少为自变量数目5~10倍的粗略

估计 方 法[13],本 研 究 自 变 量 共 28 项,同 时 考 虑

10%~20%的失访率,估计样本量为156~350例。
本研究通过淄博市中心医院医学科学研究伦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202109001)。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年龄、
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家庭所在地、入职时间、聘用形

式、目前所在科室、是否参加了岗前培训、岗前培训的

时间、每月夜班频次、对护理职业的满意度、对目前所

工作科室的满意度、对目前收入的满意度。
1.2.1.2 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 由薛友儒

等[14]于2015年编制,包括身体(6个条目)、心理(8
个条目)、知识和技能(5个条目)以及社会文化与发

展(8个条目)4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得分范

围27~135分,得分越高表明转型冲击越大。各维度

分数均值<2.17分为较低水平,2.17~3.83分为中

等水平,>3.83分为高等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1。

1.2.1.3 医护人员抗逆力量表 由朱厚强等[8]于

2016年编制,包括决策应对(6个条目)、人际联结(4
个条目)、理性思维(4个条目)、柔性自适(4个条目)4
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依次计1~5分,得分范围18~90分,总
分越高说明抗逆力越好,应对挫折的心理保护资源越

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6。
1.2.1.4 护士个人-组织契合评估量表 由向御婷

等[15]于2019年编制,包括价值观契合(22个条目)、
个人需求-组织供给(10个条目)、个人能力-组织

需求(8个条目)3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1~5分,得分

范围40~200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与组织的契合度

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0。
1.2.1.5 护士职场适应度量表(Nurses'

 

Workplace
 

Adaptability
 

Scale,NWAS) 该 量 表 由 Fujimoto
等[16]编制,刘丽丽等[17]引进并进行翻译修订。中文

版量表包括工作环境与氛围(11个条目)、与上司的

关系(4个条目)、业务自主(2个条目)3个维度,共17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17~85分,总分越

高表明护士的职场适应度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49。
1.2.2 调查方法 将编辑好的问卷录入问卷星软件

生成链接,征得各医院护理部/科研处同意,通过微信

平台将问卷链接发给相关负责人,由其转发至新护士

管理群,通过电话和微信对问卷中有疑问的问题进行

统一解答。为保证问卷填写质量和完整性,所有题目

均被设置为必答题,且设置同一IP地址和微信号只

能提交1次问卷。调查前向新护士介绍本研究的目

的及意义,告知其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取得知

情同意和配合。实际回收问卷376份,经研究者反复

核对有效问卷368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软 件 进 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运用AMOS23.0软件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368名新护士中,男62
人,女306人;年龄20~31(23.10±2.13)岁。学历:大
专104人,专升本24人,本科220人,硕士及以上20
人。婚姻状况:未婚336人,已婚32人。家庭所在地:
本市228人,其他城市140人。入职时间:4~6个月

198人,7~9个月96人,10~12个月74人。聘用形

式:临时工10人,合同工212人,人事代理82人,正式

编制64人。目前所在科室:急诊科16人,ICU
 

56人,
内科102人,外科92人,妇产科14人,儿科22人,手术

室34人,其他(消毒供应中心、静配中心、门诊、感染性

疾病科等)32人。346人参加了岗前培训;岗前培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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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7
 

d
 

148人,8~14
 

d
 

130人,15~21
 

d
 

28人,≥22
 

d
 

62人。每月夜班频次:无98人,≤4次132人,5~8
次106人,9~12次24人,≥13次8人。对护理职业的

满意度:非常满意92人,比较满意178人,一般满意84
人,不太满意8人,不满意6人。对目前所工作科室的

满意度:非常满意134人,比较满意156人,一般满意

66人,不太满意8人,不满意4人。对目前收入的满意

度:非常满意44人,比较满意112人,一般满意122人,
不太满意66人,不满意24人。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采用

匿名测量、平衡项目的顺序效应等方法对共同方法偏

差进行了控制。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共提

取11个特征值>1的公因子,且第1个公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36.23%,<40%的临界值,由此推断本研

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18]。
2.3 新护士转型冲击、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与职场

适应度得分情况 见表1。
表1 新护士转型冲击、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与

职场适应度得分情况(n=368) 分,x±s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新护士转型冲击 80.34±22.87 2.98±0.85
 身体 19.73±5.99 3.29±0.10
 心理 23.93±7.49 2.99±0.94
 知识和技能 15.70±4.67 3.14±0.94
 社会文化与发展 20.98±7.30 2.62±0.91
抗逆力 71.18±12.56 3.95±0.70
 决策应对 23.77±4.19 3.96±0.70
 人际联结 16.14±2.90 4.03±0.73
 理性思维 15.64±3.10 3.91±0.78
 柔性自适 15.64±3.07 3.91±0.77
个人组织契合 159.64±28.82 3.99±0.72
 价值观契合 88.76±15.78 4.03±0.72
 个人需求-组织供给 39.26±8.07 3.93±0.81
 个人能力-组织需求 31.62±6.06 3.95±0.76
职场适应度 65.90±10.71 3.88±0.63
 工作环境与氛围 44.81±6.90 4.07±0.63
 与上司的关系 14.12±3.71 3.53±0.93
 业务自主 6.97±1.68 3.49±0.84

2.4 转型冲击、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与职场适应度

的相关性 职场适应度总分与转型冲击总分呈显著

负相关(r=-0.329,P<0.01),与抗逆力、个人组织

契合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701、0.678,均 P<
0.01);转型冲击总分与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总分呈

显著负相关(r=-0.291、-0.232,均P<0.01);抗
逆力总分与个人组织契合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
0.858,P<0.01)。
2.5 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

度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转型冲击为自变量,职场适

应度为因变量,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为中介变量,
运用AMOS23.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χ2=145.99,χ2/df=2.028,

RMSEA=0.042,CFI=0.916,TLI=0.904。转型

冲击与职场适应度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图,见图1。
采用Bootstrap分析方法,重复取样2

 

000次检验中

介效应是否显著,置信区间设定为95%,结果显示,
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间

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见表2。

图1 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的链式中介模型图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影响路径
标准化

效应值

效果量

(%)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转型冲击-抗逆力-职场适应度 -0.109 25.41 -0.215 -0.030
转型冲击-抗逆力-个人组织契合- -0.052 12.12 -0.136 -0.008
职场适应度

间接效应 -0.161 37.53 - -
直接效应 -0.268 62.47 -0.435 -0.138

  注:直接效应指转型冲击对职场适应度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指转型冲击对

职场适应度总的间接效应。

3 讨论

3.1 新护士职场适应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

显示,新护士职场适应度总分(65.90±10.71),低于

刘丽丽等[17]的研究结果。说明新护士的职场适应度

尚可,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新护士职场适应度

3个维度的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工作环境与氛

围(4.07±0.63)、与上司的关系(3.53±0.93)、业务

自主(3.49±0.84),说明新护士感知到的工作环境与

氛围较好,但在与上司的关系处理、业务自主方面适

应起来相对较慢。分析原因:新护士入职前周围接触

人群主要为同学和老师,其相处模式及交往风格与工

作中和领导、同事之间沟通存在差异。Kim等[19]提

出,生活阅历及工作经验不足有可能使新护士在面对

人际关系困扰时不够自信,尤其是在面对领导的评价

与教导时,备感压力。此外,新护士在校学习期间多

为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

节,两者之间需要一定的磨合期和衔接,且其各项护

理操作及专业技能都不够熟练,临床新知识掌握度欠

佳,经验不足不能满足患者需求。提示护理管理者应

给予新护士更多支持和鼓励,定期约谈,使其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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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关怀和多元领导风格,进而提升其人际交往等综

合能力;在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期间,应拓宽培训广度

和深度,不断创新培训和考核方式,如可采用 Kotter
变革模式[20]、建构主义教学[21]、形成性评价[22]等,以
最大程度地提升其业务能力,促进职场适应。
3.2 新护士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转型冲击与职

场适应度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表明,抗逆力在

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说明新

护士转型冲击不仅直接影响其职场适应度,而且可通

过抗逆力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职场适应度。一方面,
处在职业角色转换期的新护士,来自各方面的转型冲

击势必会增加其适应临床工作的难度,影响其工作环

境氛围感知,使其对领导存在畏惧和回避心理,降低

职场适应度。另一方面,转型冲击理论认为新护士在

步入职场后,面临着角色、责任、知识和人际关系四个

方面的变化和挑战,由此在身体、心理、知识技能和社

会文化等层面产生一种强烈“冲击”感,影响其职业态

度和价值观取向,降低其抗挫折能力[6]。逆商结构模

型[23]指出,抗逆力高的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觉察到

更多控制,会立刻采取行动,积极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最终解决困难、战胜逆境,进而减轻逆境产生的消极

影响,并产生更多的工作投入和工作满意度,顺利克

服角色转型这一逆境,以乐观、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
促使个体胜任和独立工作,达到职场适应。

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

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说明新护士的转型冲击依次通

过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对职场适应度产生影响。
根据自我和谐理论[24],个体行为由个体决定所引导,
而个体决定受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所约束。当外部

环境特征符合个体内在特征时,即组织价值观与个人

价值观相契合时,个体会将工作视为一种自我表达,
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较高的组织承诺,促进组织公

民行为,更好地适应职场。抗逆力高的个体面对困难

时态度积极并具备坚韧力量,更愿意提升自己以符合

组织要求,因此表现出较高的个人组织契合度。而高

水平的个人组织契合又可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产生更

多的价值感和满足感,进而增强其抗逆力,两者之间

的良性循环可以帮助新护士成功实现角色转型,适应

职场。建议护理管理者注重新护士抗逆力的培养,如
可采用压力管理[25]、正念减压法[26]和多模态抗逆力

训练[27]等干预策略,同时积极引导其促进个人组织

契合,可通过组织科室团建、进行个性化心理辅导等

给予其更多支持和关怀,强化领导者的文化感召力及

榜样作用,并及时识别科室中的社会阻抑现象,以最

大程度地减轻新护士转型冲击对其职场适应度的消

极影响,提高其职场适应水平。
4 小结

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在新护士转型冲击与职

场适应度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转型冲击不仅负向影

响职场适应度,还会通过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合的中

介效应对职场适应度产生影响。本研究的局限性在

于便利抽样,且研究对象均来自山东省三级甲等医

院,抽样范围及地域有限,此外,抗逆力和个人组织契

合所起的中介效应为不完全中介,今后可在不同级别

医院进行多中心、大样本调查,并结合其他影响因素

进一步探讨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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