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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现状,并探讨其与生涯焦虑及损耗敏感性的关系,为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高职护生生涯发展

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悦纳进取量表、生涯焦虑量表、损耗敏感性量表,对湖南省某高职院校797名高职护

生进行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总分为

(86.21±11.19)分、生涯焦虑总分为(42.28±7.92)分、损耗敏感性总分为(32.43±8.51)分。悦纳进取与生涯焦虑总分、损耗

敏感性总分呈负相关(均P<0.01);生涯焦虑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22.94%;生涯焦虑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中具有调节作用(R2=0.061,P<0.01)。结论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处于

中等水平,生涯焦虑可增强损耗敏感性对悦纳进取的负面影响。护理教育者可通过降低护生生涯焦虑及损耗敏感性,进而增

强护生悦纳进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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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是护生从学校走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

折期[1]。高职护生正处于生涯阶段的探索期[2],影响

其就业意愿的主要根源是目标、方法或行动是否适应

职业阶段任务的要求。高职护生能否成功适应环境

和个体需求,取决于在该阶段中的准备度[3]。生涯焦

虑指个体在面对职业生涯诸多问题与不确定时产生

的苦恼与担忧的情绪体验,高生涯焦虑者的能力和自

信心会显著损害,由此低估个人表现,出现回避行

为[4]。研究显示,个体在面对生涯问题时,会因自我

能力不足、信息缺乏、认知不足等产生生涯焦虑,而国

内关于高职护生生涯焦虑方面的研究尚缺乏[4]。悦

纳进取指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和负性体验时接纳自

我、接纳客观事件,而后设定目标、采取具体行动的积

极应对方式[5]。自我控制是个体发展与成功不可或

缺的心理品质[6]。损耗敏感性基于自我控制资源模

型,指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同等情景下,影响个体自我

控制能力下滑速度的特质[7-8]。损耗敏感性低者在相

同损耗任务情境中会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控制,进而促

进积极应对事件[7,9]。目前对于高职护生的悦纳进取

及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之间关系的尚未明确。本研

究对高职护生进行悦纳进取及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

现状调查,并探讨三者的关系,以期为护理教育者对

高职护生进行生涯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采用

便利取样法选取湖南省某高职院校的护生为调查对

象。纳入标准:全日制高职院校护生,学制3年;知情

同意,自愿参与本次调查。排除标准:目前正请病假、
休学或退学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行编制,包括性别、
年龄、年级、家庭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大学期间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生源类型、是否自愿选择的护理

专业、是否喜爱护理专业、是否已获取与专业相关的

技能证书、是否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并执行了具体的学

习计划(下称“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对护士社会地

位的看法、大学三年所学知识是否让自己有足够信心

迎接未来职业方面的挑战(下称“有信心迎接未来职

业挑战”),共计13个条目。
1.2.1.2 悦纳进取量表 由戴吉等[5]编制,用于测

量18岁以上成年人悦纳进取水平。该量表包括悦纳

(11个条目)和进取(14个条目)共2个维度25个条

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5分,
量表总分为25~125分,得分越高说明悦纳进取水平

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7,本研究该量

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7。
1.2.1.3 生涯焦虑量表 由杨彩艳[4]编制,可用于

测量大学生生涯焦虑水平。该量表包含生涯状态焦

虑(4个条目)、生涯选择焦虑(4个条目)与生涯发展

焦虑(5个条目)3个维度13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
5分,量表总分为13~65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生

涯焦虑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
本研究测得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
1.2.1.4 损耗敏感性量表 由Salmon等[8]编制,本
研究采用唐义诚等[7]翻译并修订的量表,用于评估中

国青年群体的损耗敏感性水平。该量表包括认知(4
个条目)与行为(4个条目)2个维度8个条目。采用

Likert
 

7级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
次计1~7分,量表总分为8~56分,得分越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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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损耗敏感性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

为0.80,本研究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2。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在问卷星上设置问卷,联
络调查院校护理系的学生工作负责人,说明本次调查

的目的、意义及重要性,征得其同意后,由各班级辅导

员将电子问卷链接转发至学生微信群。问卷采用规

范的指导语,说明问卷填写注意事项及此次调查资料

严格保密,护生知情同意后匿名填写。为保证数据质

量,问卷设置了所有项目为必答项,填写时间为5~
25

 

min,禁止重复作答,并将填写项目均选相同序号

答案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收回问卷832份,其中

有效问卷797份,有效回收率为95.79%。
1.2.3 统计学方法 问卷双人进行核对、录入,建立

数据库。使用SPSS23.0软件和 Amos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结构模型

图,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高职护生一般资料 797名高职护生中,男92
名,女705名;年龄16~22(19.04±1.11)岁。大一

391名,大二268名,大三138名。非独生子女637
名,独生子女160名;大学期间担任学生干部326名;
生源类型为单招543名,普招254名;已获取与专业

相关的技能证书者137名。
2.2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得分

 见表1。
表1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生涯焦虑、损耗

敏感性得分(n=797)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悦纳进取 86.21±11.19 3.45±0.45
 悦纳 38.16±5.74 3.47±0.52
 进取 48.05±6.35 3.43±0.45
生涯焦虑 42.28±7.92 3.10±0.61
 生涯发展焦虑 15.35±3.39 3.07±0.68
 生涯状态焦虑 12.08±2.70 3.02±0.67
 生涯选择焦虑 12.85±2.71 3.21±0.68
损耗敏感性 32.43±8.51 4.05±1.06
 认知 18.57±4.61 4.64±1.15
 行为 13.86±5.28 3.46±1.32

2.3 不同特征高职护生悦纳进取得分比较 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生源

类型、大学期间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已获取与专

业相关的技能证书的高职护生悦纳进取得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项目见表2。
2.4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的相

关性 悦纳进取与生涯焦虑总分及生涯选择焦虑、发
展焦虑、状态焦虑维度得分呈负相关(r=-0.321、

-0.269、0.293、-0.303,均P<0.01);悦纳进取与损

耗敏感性总分呈负相关(r=-0.320,P<0.01),与认

知、行为维度得分呈负相关(r=-0.173、-0.365,均
P<0.01)。

表2 不同特征高职护生悦纳进取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x±s) F/t P
性别 3.242 0.001
 男 92 89.75±12.70
 女 705 85.75±10.90
家庭居住地 2.724 0.007
 城镇 221 87.95±12.70
 农村 576 85.55±10.49
自愿选择护理专业 4.968 0.000
 是 660 87.10±11.23
 否 137 81.96±9.99
喜爱护理专业 7.868 0.000
 是 605 87.91±11.10
 否 192 80.88±9.71
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 7.618 0.000
 是 476 88.61±11.03
 否 321 82.66±10.46
认为护士的社会地位 16.250 0.000
 较高 160 88.91±10.92
 一般 524 86.45±10.59
 较低 113 81.30±12.69
有信心迎接未来职业挑战 44.013 0.000
 是 295 90.73±11.52
 不清楚 438 83.90±9.53
 否 64 81.23±13.22

2.5 生涯焦虑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中

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Bootstrap程序验证生涯焦虑

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之间的中介效应。
以悦纳进取为因变量,损耗敏感性为自变量,生涯焦

虑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

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路径系数进行拟合。结果显示:卡
方自由度比(χ2/df)=5.507,拟合优度指数(GFI)
为0.981,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为0.951,比较

适配指数(CFI)为0.982,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为0.071,增加拟合指数(IFI)为0.982,
标准化拟合指数(NFI)为0.977。各指标均在可接

受范围内,说明模型拟合良好。结合点估计值进行计

算,损耗敏感性通过生涯焦虑对悦纳进取的间接效应

β=-0.103(P<0.01),损耗敏感性对悦纳进取的直

接效应β=-0.346(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22.94%。见表3。
表3 生涯焦虑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和

悦纳进取间的中介效应

项目 点值估计 标准误 Z P 95%CI
直接效应 -0.346 0.105 -3.295 <0.01 -0.603~-0.276
间接效应 -0.103 0.039 -2.641 <0.01 -0.233~-0.024
总效应 -0.449 0.084 -5.345 <0.01 -0.698~-0.417

2.6 生涯焦虑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中

的调节效应 以悦纳进取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

统计学意义的一般资料、中心化处理后的生涯焦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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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耗敏感性、损耗敏感性×生涯焦虑交互项作为自变

量,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以一般资料为

第1层,性别(赋值:男=0,女=1)、是否喜爱护理专

业(赋值:否=0,是=1)
 

、是否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

(赋值:否=0,是=1)
 

进入回归方程,可解释总变异

的16.2%;第2层纳入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原值输

入),累积可解释总变异的21.6%;第3层纳入交互

项,R2 增加0.061,累积可解释总变异的27.7%,说
明生涯焦虑在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间具有调节效

应。见表4。
表4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的分层回归分析(n=797)

变量 β SE β' t P
方程1
 常数 94.211 2.278 - 41.3570.000
 性别 -3.293 1.142 -0.094 2.8830.004
 是否喜爱护理专业 3.668 1.059 0.140 3.4640.001
 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 3.478 0.794 0.148 4.3780.000
方程2
 常数 91.859 2.225 - 41.3570.000
 性别 -2.916 1.103 -0.083 2.6430.008
 是否喜爱护理专业 3.059 1.027 0.117 2.9780.003
 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 2.708 0.775 0.119 3.4940.001
 损耗敏感性 -0.193 0.049 -0.147 3.8860.000
 生涯焦虑 -0.213 0.053 -0.153 4.0170.000
方程3
 常数 90.393 2.146 - 42.1260.000
 性别 -2.345 1.063 -0.067 2.2070.028
 是否喜爱护理专业 3.193 0.987 0.122 3.2340.001
 制订并执行学习计划 2.759 0.745 0.121 3.7050.000
 损耗敏感性 -0.176 0.047 -0.133 3.7520.000
 生涯焦虑 -0.158 0.052 -0.112 3.0430.002
 损耗敏感性×生涯焦虑 -0.038 0.007 -0.011 2.0900.000

  注:方程1,R2=0.169,调整R2=0.162;F=22.993,P<
0.01。方程2,R2=0.225,调整R2=0.216;F=25.439,P<
0.01。方程3,R2=0.286,调整R2=0.277;F=31.432,P<
0.01。

3 讨论

3.1 高职护生悦纳进取处于中等水平 悦纳进取是

反映个体不逃避和不否定的向上心态,以及积极设定

目标并认真投入该过程的意愿[10-11]。本研究中,高职

护生悦纳进取处于中等水平,高于陆双杰[12]对中职

护生的研究结果,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高职护

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动机性强,故其悦纳进取水平高

于中职护生。本研究结果显示,仅20.08%高职护生

认为护士的社会地位较高,说明其感知社会对护理职

业的支持程度不高。有文献报道,感知社会支持程度

越低的护生其职业认同感越低,并且对护理职业及护

理前景情感消极,可导致护生对护理专业的学习充满

盲目性,对前途充满不稳定性,甚至降低其工作学习

投入水平,限制学习动力,减少行动活力[5,13-14],进而

影响护生悦纳进取。建议护理教育者建立科学的社

会实践体系,促进高职护生对护理职业有正确认知,
培养护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其在困境中更好地

接纳自己及外界环境,鼓励并帮助护生建立生涯目

标,引导其关注完成设定目标的过程,同时加强学校、
家庭、护生三者的联系,充分为护生提供支持,进而提

高其悦纳进取水平。
3.2 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处于中等水平 有研究表

示,护生对护理专业认知越积极,越有利于促进学习

过程,更愿意获取专业知识,同时个体对自身完成学

业任务的能力具有更高的信心,促使其增强学业自我

效能感,而学业自我效能感可正向影响自我控制

力[15]。本研究中,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处于中等水

平,与李晓等[7]研究结果大致相符。分析原因可能是

本组高职护生仅20.08%认为护士的社会地位较高,
37.01%高职护生认为大学三年所学知识足够让自己

有信心迎接未来职业的挑战。说明本组高职护生对

护理专业的认知较消极,对完成学业任务的能力及自

信程度不高,使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不高,进而个

体自我控制能力下滑,影响其损耗敏感性。建议护理

教育者重视提升护生自我调控能力,提高自主决策及

实践能力,关注护生在学业中的心理变化,加强自我

控制意识,传授其在自我损耗情境下调控技巧,及时

为有学业困难的护生提供心理援助,进而降低损耗敏

感性水平。
3.3 高职护生生涯焦虑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中,
高职护生生涯焦虑处于中等水平。当今愈发严峻的

就业形势迫使高职护生在学习中不仅要重视知识的

理解与掌握,更要注重个人能力的提升[16]。本组有

72.27%高职护生来自农村,而来自于农村的护生会

因对自身条件的错误认知更易产生自卑心理,对职业

生涯前景的焦虑水平更高。护生受学历水平及社会

经验、实践能力等影响,其对就业信心程度不同,进而

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感[17]。本组62.99%高职护生

不清楚或认为大学三年所学知识不足以让自己有信

心迎接未来职业方面的挑战,说明高职护生对解决职

业生涯中的模糊及冲突问题需具备有效利用资源的

能力和信心不够,进而表现出较强的不适感,增加生

涯焦虑。建议护理教育者开设生涯教育专题讲课,以
就业为导向,引导高职护生形成多元就业理想,增强

职业意识;建立职业资源库,提供职业的最新发展趋

势,让护生明确生涯发展方向,以积极态度做好生涯

选择,进而降低其生涯焦虑水平。
3.4 生涯焦虑在高职护生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中

起中介和调节效应 本研究显示,损耗敏感性对悦纳

进取的直接效应是-0.346,间接效应是-0.103,间
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2.94%,表明损耗敏感性可通过

生涯焦虑的中介作用而影响高职护生的悦纳进取。
相关研究显示,低损耗敏感性个体有较高的自我控制

能力,倾向设定个人可掌握、趋近的任务目标,并在完

成过程中能保持较好的自我控制状态,为成功实现目

标付出努力,以及更关注自身能力的成长,如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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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知识和技能等,个人自我损耗

低[18-19],进而个体不易受外界环境引诱,在应对职业

生涯中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出现的差距时,其认知

与行为更能结合实际情况,减少生涯焦虑[20-22]。低生

涯焦虑者的生涯定向越高,对自己有清楚认知,能以

开放主动的心理去探索职业生涯,接纳适应复杂动态

的生涯系统,使自己成为职业生涯选择的主动者[5],
对从事专业相关工作决策更坚定[23],进而促进低损

耗敏感性的高职护生更好进行积极接纳、主动投入、
享受过程,表现更高水平的悦纳进取[5,19]。提示护理

教育者应了解高职护生在生涯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

题或设定的目标,并及时给予支持与反馈,提供针对

性解决措施,以降低损耗敏感性,降低生涯焦虑,从而

提高悦纳进取水平。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职护

生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和生涯焦虑与损耗敏感性交

互项对悦纳进取有负向影响(均P<0.01),说明高职

护生生涯焦虑在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间起调节效

应,损耗敏感性影响悦纳进取的过程中受到生涯焦虑

的影响,生涯焦虑与损耗敏感性相互作用能降低其悦

纳进取。这是因为新时代就业环境更为复杂、选择性

更为丰富,高职护生在面临生涯抉择中的冲突问题时

因自我控制失调而易受外界环境负面影响,产生认知

偏移,再加上由生涯焦虑带来不适感,从而使护生被

动行事,限制其接纳与进取[12,19]。提示护理教育者在

向高职护生传授有关提高自我控制力及减少生涯发

展中自我损耗的方法技巧时,也需关注高职护生的

生涯焦虑水平,通过心理援助、积极引导,使其坦然

接受职业生涯的负性事件,从而提高悦纳进取水平。
4 小结

本组高职护生悦纳进取、损耗敏感性、生涯焦虑

处于中等水平,生涯焦虑在损耗敏感性对悦纳进取的

影响中起中介和调节作用。本研究仅纳入一所高职

院校护生进行调查,未涉及其他不同地区的高职护

生,代表性不足,同时本研究从高职护生个人角度探

讨其生涯焦虑、损耗敏感性与悦纳进取的关系,今后

研究需扩大调查范围,纳入更多变量进行分析,以进

一步探讨高职护生悦纳进取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

措施,促进高职护生生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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