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
责任知觉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刘慎梅,刘沛君

摘要:目的
 

探讨人性化护理能力、职业尊重感在体面劳动感对护士责任知觉影响机制中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

查问卷、责任知觉量表、职业尊重感量表、人性化护理能力量表、体面劳动感量表对582名护士进行调查,构建并检验链式中介模

型。结果
 

护士责任知觉总分为(24.17±4.04)分,职业尊重感总分为(101.04±14.54)分,人 性 化 护 理 能 力 总 分 为(69.05±
10.04)分,体面劳动感总分为(52.26±9.64)分。护士责任知觉与职业尊重感、人性化护理能力、体面劳动感呈正相关(均P<
0.05)。

 

体面劳动感对责任知觉的总间接效应为0.295,其中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的特定中介效应分别占54.58%和

22.03%,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占23.39%。结论
 

护士责任知觉处于中上水平,人性化护理能力与职业尊重感在体面劳动感对护

士责任知觉影响机制中的多重中介效应成立。护理管理者应关注体面劳动感弱的护士,加强其人性化护理能力,增强其职业尊重

感,以进一步提高责任知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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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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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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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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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人们对医疗卫生服

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对护理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新
任务。高水平的责任知觉[1]促使护士将个人价值与

组织发展相融合,最终积极主动地改善组织运作[2-3]。
体面劳动感[4]可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工作认可、尊严和

能力,进而激发其知恩图报的意愿,使个体在支持性

组织环境中表现出较高水平的责任知觉[2,5]。人性化

护理能力是护士的核心能力之一,能力越高者具有相

对更高的专业综合素质及较强的服务意识,使其投身

于提升护理质量与实现组织目标中,并对自己的工作

结果主动负责,进而增强责任知觉[1,5-7]。职业尊重感

是关于个人从自身、组织、社会的整体立场对与自己

职业相关的社会价值和权威的分析与评价[8-9]。当护

士感到自豪和被尊重时,会使其为组织长远发展考

虑,由此具备较强的责任感[2,10]。据报道,人性化护

理能力越高的护士,更能在护理过程中感知到自己的

职业地位和作用及社会、组织对其信任与尊重、认
可[6,10-11],从而使护士在支持性组织环境中具备较强

的责任感。上述研究提示,人性化护理能力与职业尊

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和责任知觉间可能起链式中

介作用。本研究探索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

在体面劳动感对护士责任知觉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

应,旨在为提高护士责任知觉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采用便利

取样法,选取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市人民医院、
津市中医院的临床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工作

1年以上;注册护士;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调查期间不在岗;规培、进修、轮转护士和实习护

生。本研究有效调查护士582人,男26人,女556
人;年龄21~58(31.07±8.48)岁。婚姻状况为未婚

207人,已婚356人,离异或丧偶19人;最高学历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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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及以下192人,本科386人,硕士及以上4人;用工

性质为正式编制303人,非编制2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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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最高学历、工作医院性质、工作医院

级别、工作年限、职称、用工性质、是否担任管理者职

务、是否参与过医院开展的人性化护理培训(如护患

沟通技巧、护士礼仪等)、是否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

(如辱骂、威胁、袭击等)。
1.2.1.2 责任知觉量表 采用田晓明等[1]翻译修订

的中文版量表,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0。为

单维度5个条目,采用6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6分,总分5~30分,得分越

高表示个体责任知觉水平越高。本研究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936。
1.2.1.3 职业尊重感量表 采用史晓普等[8]汉化的

量表。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量表包括

职业自我认识(4个条目)、职业能力感(10个条目)、
社会信任与尊重(3个条目)、组织的尊重和认可(4个

条目)、职业权威与未来价值(4个条目)5个维度共

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25~125分,得分越

高表示职业尊重感越强。本研究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62。
1.2.1.4 人性化护理能力量表 采用李康源等[6]汉

化的量表。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851。该

量表包括乐观性格(3个条目)、社会交往(3个条目)、
情感理解(3个条目)、自我效能(5个条目)、工作影响

(5个条目)5个维度共1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总分19~
95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人性化护理能力越强(0~
73分较差,74~81分中等,82~95分良好)。本研究

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6。
1.2.1.5 体面劳动感量表 由毛冠凤等[11]编制。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45。该量表包括工作

回报(4个条目)、工作岗位(3个条目)、职业发展(3
个条目)、职业认可(3个条目)和工作氛围(3个条目)
5个维度共1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
“完全不认同”到“完全认同”分别计1~5分,总分

16~80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体面劳动感越强。本

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联络各医院护理管理者,
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征得其同意后,由各医院护理

管理者将问卷星电子问卷链接转发至各科护理工作

群。护士知情同意后匿名填写问卷。问卷设置了所

有项目均为必答项、禁止重复作答,并将各项均选相

同序号答案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收集问卷614
份,其中有效问卷582份,有效回收率为94.79%。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描述

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及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士责任知觉、职业尊重感、人性化护理能力、
体面劳动感得分 见表1。

表1 护士责任知觉、职业尊重感、人性化护理能力、
体面劳动感得分(n=582)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责任知觉 24.17±4.04 4.83±0.81
职业尊重感 101.04±14.54 4.04±0.58
 职业自我认识 17.16±2.57 4.29±0.64
 职业能力感 41.15±5.83 4.12±0.58
 社会信任与尊重 12.93±2.01 4.31±0.67
 组织的尊重和认可 15.39±3.20 3.85±0.80
 职业权威与未来价值 14.41±3.41 3.60±0.85
人性化护理能力 69.05±10.04 3.63±0.53
 乐观性格 11.15±2.45 3.72±0.82
 社会交往 12.37±1.95 4.12±0.65
 情感理解 11.42±2.42 3.81±0.81
 自我效能 19.38±3.45 4.85±0.86
 工作影响 14.73±4.27 2.95±0.85
体面劳动感 52.26±9.64 3.27±0.60
 工作回报 12.13±3.81 3.03±0.95
 工作岗位 9.56±2.65 3.19±0.88
 职业发展 10.02±1.80 3.34±0.60
 职业认可 9.65±2.72 3.22±0.91
 工作氛围 10.90±2.30 3.63±0.77

2.2 不同特征护士责任知觉得分比较 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用工

性质的护士责任知觉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护士责任知觉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

(x±s)
F/t P

医院级别 二级医院 294 23.64±3.95 3.205 0.001
三级医院 288 24.71±4.07

工作年限(年) 1~ 246 24.60±4.11 3.434 0.017
6~ 136 23.26±4.01
11~ 78 24.01±4.12
16~37 122 24.41±3.76

职称 护士 175 24.63±3.94 3.558 0.014
护师 188 23.72±4.20
主管护师 166 23.81±4.11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53 25.36±3.21

管理者职务 是 93 24.98±3.45 2.110 0.035
否 489 24.02±4.13

参与过人性化 是 448 24.49±3.96 3.487 0.001
护理培训 否 134 23.11±4.15
遭受过工作场所 是 250 23.70±4.14 2.446 0.014
暴力 否 332 24.53±3.93

2.3 护士责任知觉、职业尊重感、人性化护理能力、
体面劳动感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责任知觉与职业尊重感总分相关系数r=0.686,
与各维度得分相关系数r=0.526~0.604,均 P<
0.05。责任知觉与人性化护理能力总分相关系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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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0,与各维度得分相关系数r=0.424~0.695,均
P<0.05。责任知觉与体面劳动感得分相关系数r=
0.597,与各维度得分相关系数r=0.485~0.593,均
P<0.05。
2.4 人性化护理能力、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

感与责任知觉间的链式中介分析

2.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 Harman单因子检

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

大于1的因子共有11个,第1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为27.89%,<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4.2 链式中介模型及其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 
以责任知觉为因变量,护士体面劳动感为自变量,人
性化护理能力与职业尊重感为中介变量,将表2有统

计学意义的6个变量作为协变量,将所有连续变量进

行标准化处理。采用Process组件中的模型6分别考

察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在体面劳动感与责

任知觉间的中介作用,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3,关系模型图见图1。

表3 人性化护理能力、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责任知觉间的链式中介模型的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n=582)

变量
第1层

β t P
第2层

β t P
第3层

β t P
常量 22.915 22.076 <0.001 22.351 22.849 <0.001 23.230 25.402 <0.001
工作医院级别 0.061 0.238 0.812 0.282 1.174 0.241 0.628 2.774 0.006
担任管理者职务 0.856 2.187 0.029 0.736 1.998 0.046 0.018 0.050 0.960
人性化护理能力 2.767 21.405 <0.001 1.557 8.445 <0.001 1.495 8.712 <0.001
职业尊重感 - - - 1.620 8.728 <0.001 1.010 5.486 <0.001
体面劳动感 - - - - - - 1.298 9.506 <0.001
R2 0.475 0.536 0.600
调整R2 0.468 0.530 0.593
F 74.109 82.859 95.180
P <0.001 <0.001 <0.001

  注:自变量赋值,工作医院级别(二级医院=1,三级医院=2);担任管理者职务(否=0,是=1);职业尊重感、人性化护理能力、
体面劳动感以原始数值录入。

图1 人性化护理能力与职业尊重感在体面劳动感与

责任知觉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2.4.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

抽取5
 

000次分别计算95%CI。人性化护理能力和

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责任知觉间的中介

效应分析见表4。
表4 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

责任知觉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类型 效应值 SE 95%CI
相对效应

占比(%)
总效应 0.622 0.037 0.549~0.695 -
直接效应 0.327 0.035 0.259~0.394 52.57
总间接效应 0.295 0.030 0.239~0.355 47.43
 体面劳动感-人性化 0.161 0.022 0.120~0.207 25.89
 护理能力-责任知觉

 体面劳动感-职业尊 0.065 0.015 0.036~0.096 10.45
 重感-责任知觉

 体面劳动感-人性化 0.069 0.017 0.038~0.105 11.16
 护理能力-职业尊重

 感-责任知觉

3 讨论

3.1 护士责任知觉、职业尊重、体面劳动感、人性化

护理能力水平分析 本组护士责任知觉处于中上水

平,与张斯清等[3]对三甲医院护士的研究结果相似。
可能因为本组76.98%的护士参与过医院开展的人

性化护理培训。研究指出,经过人文关怀培训的护士

工作热情不断提高,更能进行独立思考、主动学习以

及根据临床实际情况,针对性解决问题,进而其专业

性、责任意识也会更强[12],有利于护士责任知觉水平

的提高。
本组护士职业尊重感处于中上水平,略高于史晓

普等[10]对三甲医院护士的研究结果,可能与研究对

象的工作医院不同有关。本组52.06%的护士工作

性质为正式在编,69.93%的护士的职称为护师及以

上者,事业编制身份增强了护士职业归属感[13],并且

职称越高的护士临床经验越丰富,在领导、管理及临

床业务方面发挥榜样作用,自己的劳动行为及结果也

会受到组织成员的重视,使得护士对职业价值和职业

作用的认知更积极,以及其感受到的职业尊重程度也

会得 到 提 高,进 而 提 高 了 护 士 的 职 业 尊 重 感 水

平[10,14]。
本组护士人性化护理能力总均分为69.05分,处

于较差水平,可能因为本组42.96%的护士遭受过工

作场所暴力。有研究表示,护患关系是护士开展护理

工作的基础,是影响护士实施人文关怀的关键,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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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袭击等工作场所暴力对护士安全构成威胁,使
护士 工 作 情 绪 受 挫,工 作 热 情 降 低,增 加 情 感 衰

竭[10],不利于营造良好护患关系及临床氛围,进而限

制护士通过临床实践培养发展其人文关怀品质、意
识、能力等[15],由此降低其人性化护理能力。值得注

意的是,本研究虽然有76.98%的护士参与过医院开

展的人性化护理培训,但结果显示护士整体人性化护

理能力偏低,提示护理管理者应了解护士诉求,并根

据护士人性化护理能力的水平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

人性化护理培训,重视理论与实践融合。
本组护士体面劳动感处于中上水平,略高于安晓

红等[13]对儿科护士的研究结果,可能与研究对象遭

受工作场所暴力情况不同有关。安晓红等[13]报道,
82.80%的儿科护士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远

高于本研究结果。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的护士易存

在负性情绪和行为,工作成就感下降,进而直接降低

其体面劳动感。本研究37.63%的护士职称是主管

护师及其以 上,15.98%的 护 士 担 任 管 理 者 职 务,
52.06%的护士用工性质为正式编制,占比均高于安

晓红等[13]研究结果。据报道,职称越高、担任领导职

务的护士能够参与或直接管理科室事务,受到同事对

自己劳动行为及结果的重视,同时事业编制身份能够

保证护士工作的稳定性,消除其失业忧虑,使其具有

职业归属感,进而产生较强的体面劳动感[13,16]。
3.2 变量间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3.2.1 人性化护理能力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责任知

觉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人性化护理能力在护

士体面劳动感与责任知觉间中介效应值为0.161。
较强的体面劳动感有助于护士更好感知工作环境中

的人文关怀氛围,促使其将人文关怀理念融入护理实

践,从而进一步发展出人文关怀品质、意识、能力等专

业特征,提高其人性化护理能力[4,15,17]。且人性化护

理能力高的护士会具有更高水平的专业综合素质,以
及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感[1,6],进而提高其与所属

组织的契合度,促使其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付出实

际努力,引导其对自己的工作结果持以主动负责的积

极态度[3,18],由此激发护士责任知觉。建议护理管理

者重视培养护士的体面劳动感,加强人文关怀管理,
对护理工作提供支持,如健全护士安全保障制度、实
施激励措施、建立公平的晋升体系等,使护士在开展

优质护理服务中增加工作投入行为,提升其人性化护

理能力,从而提高个人的责任知觉水平。
3.2.2 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责任知觉间

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

动感与责任知觉间中介效应值为0.065。体面劳动

感强的护士对自己的职业价值、地位和专业性等方面

持以正向认知,进而激发出强烈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使护士职业尊重感提升[4,10]。史晓普等[10]发现,职业

尊重感赋予了护士个人内在力量与价值感,增加其对

组织的忠诚度,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个体在这种积

极状态的驱使下,可更好完成好本职工作,同时进一

步主动思考组织的长远发展并付出行动,因此具备较

高水平的责任知觉[2,19]。建议护理管理者关心护士

工作状态,重视护士工作付出与回报的平衡性,构建

互尊互爱的工作氛围,增加护理工作支持性资源的供

给,以提升护士体面劳动感与职业尊重感、使命感,提
高其责任知觉水平。
3.2.3 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

动感与责任知觉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人
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在护士体面劳动感与责

任知觉间中介效应值为0.069。较强的体面劳动感

促使护士通过护理实践提高个体的人性化护理能力

水平[4,16,20],有助于护士在适应医疗环境的变化中不

断提升工作能力,增强对自己工作业务的胜任感,提
高职业能力感,同时感知其职业在医院组织内的地位

和作用,进而提升护士的职业价值感、职业自我认识

以及感知社会和组织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由此促使

其拥有较高水平的职业尊重感。职业尊重感作为职

业前进的动力,护士在其影响下会提升个人组织忠诚

度以及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最终激发护士以组织发

展为己任的责任感知,提高责任知觉水平。建议护理

管理者带头引领贯彻人性化护理理念,合理分配护士

工作任务,组织有关护理职业认知的教育活动,加强

护士体面劳动感,提升护士人性化护理能力,增强职

业尊重感,从而提高护士责任知觉水平。
本组护士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感在体面

劳动感与责任知觉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占总间接效应

的23.39%,其中,尽管人性化护理能力和职业尊重

感分别在体面劳动感与责任知觉间的特定中介均成

立,但人性化护理能力的特定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

的54.58%,职业尊重感的特定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

应的22.03%,说明护士体面劳动感通过人性化护理

能力对责任知觉的作用更加显著,提示护理管理者在

加强护士体面劳动感以提高其责任知觉水平时,相较

于增强护士职业尊重感,应重视提升护士人性化护理

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人性化护理能力有待

加强,未来有必要结合多种研究方法以深入分析护士

人性化护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制订针对性干预性措

施提升护士人性化护理能力。
综上所述,护士责任知觉得分处于中上水平,人

性化护理能力与职业尊重感在体面劳动感对护士责

任知觉影响机制中的多重中介效应成立。提示护理

管理者应关注体面劳动感弱的护士,营造公平公正的

工作、成长环境,加强其人性化护理能力及职业尊重

感的培养,以进一步提高责任知觉水平。本研究样本

仅取自常德市,代表性不足,今后需扩大调查范围、增
加样本量,从多角度研究护士责任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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