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士心理资本评估量表的构建

卢翔宇1,尚东旭1,王霜霜2,郭玉芳3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sessment
 

Scale
 

for
 

Nurses Lu
 

Xiangyu,
 

Shang
 

Dongxu,
 

Wang
 

Shuangshuang,
 

Guo
 

Yufang
摘要:目的

 

基于德尔菲法初步构建本土护士心理资本评估量表,为提高护士心理资本能力,开展针对性干预提供科学的评价工

具。方法
 

以课题组前期构建的本土护士心理资本结构框架为基础,采用德尔菲法对17名专家进行两轮专家函询,形成本土护士

心理资本量表。结果
 

两轮函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90.0%和94.4%,专家的权威系数分别为0.787和0.783,专家的协调系

数分别为0.180和0.208(均P<0.05)。通过两轮专家函询最终确立的本土护士心理资本量表包括3个一级维度(工作任务型心

理资本、人际关系型心理资本、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13个二级维度(沉着稳重、工作沉浸、坚韧、乐观、自我效能、职业责任感、奉

献、包容、谦逊、团体感、评判性反思、主动作为、创新力)和53个条目。结论
 

基于德尔菲法构建的本土护士心理资本量表可靠性

较高、科学性较强,可作为评估我国护士心理资本水平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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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是国家卫生保健的核心力量之一,其身心健

康是帮助患者维护生命、促进健康、开展高质量服务

的前提和保证。长期高水平的工作压力,对护士生

理、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如产生肌肉骨骼疾病、
焦虑与抑郁负面情绪及自杀行为等[1-4]。研究显示,
个体资源在压力应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当个体

资源充足时,能够积极应对各种应激事件,降低工作

压力、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心理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

个体资源,反映个体的心理潜能与优势特征,是可测

量、开发及管理的,能对个体的行为动机、工作态度,
甚至工作绩效产生积极影响[6]。目前我国常用的护

士心理资本测评量表是在Luthans开发的心理资本

问卷基础上翻译、修订的[7],受国内外不同文化背景

的影响,直接将西方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结构“移植”
到我国护士群体,是否能满足护士这一特殊职业群体

的心理资本特点仍有待验证。基于此,本研究以课题

组前期构建的本土心理资本结构框架[8]为基础,通过

德尔菲法探讨我国护士群体心理资本测量的规范化

评价方法,为今后我国护士心理资本测量和干预提供

测评工具。
1 方法

1.1 成立课题小组 课题小组于2021年4月成立,
并于2021年5~6月开展2轮德尔菲专家问卷调查。
课题小组成员共6名,由长期从事护理心理学研究的

硕士生导师1名、护理学讲师1名、硕士研究生4名

组成。小组成员主要负责查阅文献、拟定护士心理资

本测评量表条目池、遴选函询专家,并对函询结果进

行整理、讨论与分析等。
1.2 初步构建量表维度及条目池 课题组前期以积

极组织行为学及心理资本概念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

分析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解释现象学研究中主题分

析法进行资料分析,将护士心理资本定义为中国文化

背景下护士在完成护理工作、进行有效沟通以及规划

个人发展的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可开发、可测量对提

升个体竞争力有促进作用的类状态积极心理力量。
具体表现为二阶三因素结构: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

(沉着稳重、工作沉浸、坚韧、乐观、自我效能、职业责

任感、适应)、人际关系型心理资本(包容、奉献、谦虚、
团体感)、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反思、学以致用、主动

作为、创新力)[8]。本研究将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人
际关系型心理资本、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作为心理资

本量表的一级维度;将沉着稳重、工作沉浸、坚韧、乐
观、自我效能、职业责任感、适应、包容、奉献、谦虚、团
体感、反思、学以致用、主动作为、创新力作为心理资

本量表的二级维度;将前期文献分析和质性访谈收集

到的典型陈述句进一步分解、细化,作为心理资本量

表的初始条目池。在课题组反复讨论下,编制本土护

士心理资本量表初稿,包括3个一级维度,15个二级

维度,70个三级条目,分别为: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

(37个条目)、人际关系型心理资本(18个条目)、学习

发展型心理资本(15个条目),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

分法,按照“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一般、基本符

合、完全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范围为70~350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1.3 设计函询问卷 包括4个部分:①问卷说明。
介绍研究目的、内容、方法、研究意义及填表说明。②
专家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学历、职务、职称、
工作领域、学历、工作年限等。③评价指标。要求专

家对每个条目作出重要性判断,采取Likert
 

5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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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不重要=1,不重要=2,一般重要=3,重要=4,
很重要=5),并设置“修改意见”栏和“您认为需要补

充的内容”栏。④专家对调查内容的判断依据调查表

和熟悉程度表。判断依据包括4个维度,按照大、中、
小的层次分别赋值为理论分析(0.3、0.2、0.1),工作

经验(0.5、0.4、0.3),参考国内外资料(0.1、0.1、
0.1),直觉判断(0.1、0.1、0.1);熟悉程度分为很熟

悉、较熟悉、一般熟悉、较不熟悉、很不熟悉,分别赋值

0.9、0.7、0.5、0.3、0.1[9]。
1.4 实施专家函询 确定函询专家为从事护理心

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及临床护理领域5年及以上

丰富的研究经验,博士学位具备1年以上工作经验;
本科及以上学历及中级及以上职称;愿意参加本研

究。通过微信、电子邮件和面对面的形式向专家发放

函询问卷,请专家在2周内返回函询问卷。每轮专家

咨询后,对专家意见进行整理和分析,保留重要性赋

值均数>3.5、变异系数<0.25、满分比>0.20的条

目[10],只满足上述一项标准时,可结合专家意见和组

内讨论对条目进行修订和增减,将修改后的条目内容

形成下一轮函询问卷,函询间隔时间为1个月。2轮

函询后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函询结束。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专家积极系数、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权威程度

用百分比、均数、标准差表示,协调程度用变异系数、
Kendall'

 

W 协调系数表示,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函询专家情况

2.1.1 专家的一般资料和积极性 入选专家20人,
完成2轮 函 询 的 专 家17人。均 为 女 性;年 龄43
(39.0,46.5)岁;工作年限21(11.5,27.0)年;从事心

理护理4人,护理教育5人,护理管理3人,临床护理

5人;正高职称3人,副高11人,中级3人;博士学历

9人,硕士3人,本科5人。本研究共进行2轮函询,
第1、2轮函询分别发放问卷20份、18份,回收18份、
17份,回 收 率 为90.0%、94.4%,专 家 建 议 率 为

61.1%、23.5%。
2.1.2 专家的权威程度和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

权威程度用权威系数Cr表示,Cr=(Ca+Cs)/2,Ca
为判断系数,Cs为熟悉系数,本研究2轮函询专家权

威程度分别为0.787、0.783。2轮专家函询的协调系

数分别为0.180、0.208,经Kendall'W 检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P<0.05),认为专家意见协调程度较

好。
2.2 函询结果 第1轮专家函询后,依据专家意见

和统计学筛选标准,对部分条目进行用词的完善,修
改二级维度3个、三级条目16个,删除二级维度2
个、三级条目19个,另增加三级条目5个。第2轮专

家函询共修改三级条目9个,删除三级条目3个。最

终形成3个一级维度、13个二级维度和53个三级条

目的本土护士心理资本评估量表,见表1。
3 讨论

3.1 构建本土护士心理资本量表的必要性 近年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护士

群体的内在积极体验,如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编制的护

士职业获益感量表、护士心理韧性量表等[11-12]。心理

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

状态,能够促进个人的成长和绩效的提升[13]。作为一

种重要的心理资源,我国护士心理资本测评工具仍沿

用国外心理资本四因子成分(自我效能、希望、韧性和

乐观),忽略了国内外文化的差异[7]。路桑斯[13]认为文

化不同会影响人们获得的资源状况,不同心理能力在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受到鼓励的程度将会不

同。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个体主义,在此文化背景

下,个体以“我”为中心,把自我感受与想法居于首位,
更注重个体目标,对团队的忠诚度较低;而中国是典型

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个体以“我们”为中心,更注重集

体目标和群体价值,他们能够为集体做出牺牲与奉献,
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体利益之上[14-15]。心理资本作为积

极核心心理要素的集合体,其概念源于美国这一典型

的个体主义取向的国家,因此其维度构成可能在中国

情境下会有所不同,现有的护士心理资本问卷可能难

以全面有效地评估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护士心理资本

现状。因此,为深入、全面、准确地了解我国护士心理

资本现状,亟需开发一个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和护理职

业特征的心理资本测评量表。
3.2 本土护士心理资本量表的可靠性 现有护士心

理资本问卷是在西方量表的基础上翻译、修订而来,在
对我国护士群体进行测量时,其内涵与结构维度没有

发生变化。而本研究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立足于中

国护士职业特征,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本土化研究,
以本土护士心理资本二阶三因素结构框架[8]为基础,
通过文献分析、小组讨论、德尔菲法,深入挖掘我国护

士群体内在的心理优势,初步拟定了护士心理资本量

表的各级维度及条目池,其核心内涵与我国护理职业

特征和文化背景高度契合,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和可靠性。本研究严格按照德尔菲法进行2轮专家函

询,纳入的17名专家来自保定、长沙、上海等地的科研

院校和三甲医院,涉及护理心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

及临床护理等多个领域,均具备丰富的科研能力和临

床经验,专家的代表性较强。此外,2轮函询问卷的回

收率分别为90.0%和94.4%,均>70%,说明专家参与

积极性较高,对所研究问题保持较高的关注与支持。2
轮函询专家权威程度分别为0.787和0.783,大于

0.70,表示咨询结果可靠[16-17]。2轮专家函询的协调系

数分别为0.180和0.208,均P<0.05,专家意见协调

程度较高[18],所构建量表具有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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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土护士心理资本量表条目函询结果

条 目 重要性评分(x±s) 变异系数 满分比

I-1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 4.47±0.72 0.160 0.59
II-1沉着稳重 4.71±0.59 0.125 0.76
III-1我能保持较强的风险意识,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4.82±0.39 0.082 0.82
III-2面对突发事件,我能从容不迫,主动应对 4.59±0.51 0.110 0.59
III-3在工作情境中,我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 4.35±0.61 0.139 0.41
III-4面对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我会结合自身能力从多方面进行思考和准备 4.18±0.64 0.152 0.29
II-2工作沉浸 4.35±0.79 0.181 0.53
III-5在进行每项护理工作过程中,我都可以保持全身心的投入 4.18±0.81 0.193 0.41
III-6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我发自内心地为从事这份伟大的事业感到骄傲和自豪 4.18±0.73 0.174 0.35
III-7完成工作任务后,我常体会到满满的成就感 4.41±0.87 0.197 0.65
III-8我十分享受工作的过程 4.00±0.94 0.234 0.35
II-3坚韧 4.59±0.62 0.135 0.65
III-9我会积极、勇敢地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4.59±0.71 0.155 0.71
III-10我是一个能吃苦的人,越是陷入困境越是顽强 4.29±0.92 0.214 0.59
III-11无论护理工作有多累,我也会坚持下去 4.12±0.99 0.241 0.47
II-4乐观 4.18±1.02 0.243 0.47
III-12对结局不确定的事情,我更愿意往好的方面想 4.35±0.86 0.198 0.59
III-13我认为自己是成功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因素 3.94±0.83 0.210 0.29
III-14我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护理工作 3.94±0.97 0.245 0.35
III-15我会尽快忘记工作中不开心的事情 4.53±0.72 0.158 0.65
III-16对于不开心的事情,我总能多方分析,看到积极一面 4.12±0.99 0.241 0.47
II-5自我效能 4.59±0.62 0.135 0.65
III-17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有信心 4.71±0.59 0.125 0.77
III-18我喜欢不断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 3.71±0.92 0.248 0.24
III-19我喜欢做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3.88±0.86 0.221 0.24
III-20我能不断追求工作的完善,努力将工作做到最好 4.47±0.72 0.160 0.59
III-21在工作中,我经常鼓励自己 4.18±0.81 0.194 0.41
III-22我能很好地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4.35±1.00 0.229 0.53
II-6职业责任感 4.82±0.39 0.082 0.82
III-23即使独立进行护理操作,我仍能自觉坚守护理职业道德信念与规范 4.88±0.33 0.068 0.88
III-24我始终把患者安全放在首位,尊重、关爱患者 4.76±0.44 0.092 0.77
III-25我会积极主动地为患者提供舒适的护理服务 4.59±0.62 0.135 0.65
II-7奉献 3.65±1.06 0.290 0.29
III-26我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计名利 4.29±0.99 0.230 0.59
III-27在个人利益同工作需求有冲突时,我会选择后者 4.18±0.81 0.194 0.41
III-28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灾害面前,我会挺身而出 4.71±0.47 0.100 0.71
I-2人际关系型心理资本 4.53±0.72 0.158 0.65
II-8包容 4.35±0.86 0.198 0.53
III-29我在工作和生活中以宽容之心待人,遇事不斤斤计较 4.53±0.62 0.138 0.59
III-30当患者或家属对我的工作有误解时,我能换位思考并及时针对其问题做出回应 4.53±0.62 0.138 0.59
III-31同事的观点、意见同自己相悖时,我能认真倾听,汲取有益的建议 4.29±0.67 0.160 0.41
III-32我会耐心地倾听并解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种疑问 4.24±0.83 0.196 0.41
II-9谦逊 4.35±0.70 0.161 0.47
III-33我能正视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4.41±0.80 0.180 0.59
III-34当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我会虚心向他人请教 4.59±0.71 0.155 0.71
III-35我愿意不断学习他人的长处,以弥补自身不足之处 4.35±0.93 0.214 0.59
III-36我善于发现周围人身上的优点 4.24±0.97 0.229 0.53
III-37面对别人的批评、指责,我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4.24±0.83 0.196 0.41
II-10团体感 4.47±0.80 0.179 0.65
III-38我为自己身为医院或科室团队中的一员感到高兴与自豪 4.59±0.62 0.135 0.65
III-39我和同事们能互相帮助,团结协作 4.71±0.59 0.125 0.77
III-40我经常对同事的工作成绩及表现予以肯定 4.35±0.70 0.161 0.47
III-41对同事工作的不足之处,我能给予建议和鼓励 4.12±0.78 0.190 0.35
III-42在集体决策中,我会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发表自己的见解 4.29±0.77 0.180 0.47
I-3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 4.53±0.62 0.138 0.59
II-11评判性反思 4.65±0.61 0.130 0.71
III-43我善于观察和思考工作中的细节 4.65±0.49 0.106 0.65
III-44我会不断总结日常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4.88±0.33 0.068 0.88
III-45我能以评判性思维思考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4.59±0.62 0.135 0.65
III-46我能将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典型案例进行进一步剖析、思考,提出护理对策 4.59±0.62 0.135 0.65
II-12主动作为 4.12±0.78 0.190 0.35
III-47我会主动学习新的护理知识和操作技能 4.53±0.72 0.158 0.65
III-48我会积极学习与护理相关的其他领域知识 4.24±0.75 0.177 0.41
III-49在工作和学习上,我能主动下功夫钻研,而不是满足于完成任务 4.35±0.86 0.198 0.59
III-50我能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并为之努力 4.41±0.71 0.161 0.53
II-13创新力 4.29±0.77 0.169 0.47
III-51我能利用前沿的护理知识和操作技能提出新的护理方案 4.53±0.62 0.138 0.59
III-52工作中遇到新的问题时,我能打破传统思维,主动寻找新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 4.71±0.47 0.100 0.71
III-53我愿意在工作中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 4.47±0.72 0.16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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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土护士心理资本量表的内容分析

本研究编制的护士心理资本量表从工作任务、人
际关系、学习发展领域多维度对我国护士群体心理资

本现状进行评估,评估内容系统全面。
3.3.1 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 反映护士在圆满完

成护理工作任务或应对任务相关挫折过程中激励、
调节个体的积极心理力量,包括沉着稳重、工作沉

浸、坚韧、乐观、自我效能、职业责任感、奉献7个方

面[8]。其中自我效能、韧性和乐观在一定程度上延

续了现有护士心理资本问卷的结构,体现了跨文化

的有效性。Shahrour等[19]指出,拥有较高自我效能

水平的护士在面对应激事件或创伤时,能够采取积

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其遭受心理困扰的程度较低。
韧性水平高的护士更能适应变化,富有创造力,并能

在应对工作场所逆境时持之以恒,加强其工作投入、
降低职业倦怠感和离职意愿[20-21]。乐观的护士每天

面对问题和需求更加健康,更能抵抗压力和疾病的

影响,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22]。但是该维度下增加

沉着稳重、工作沉浸、职业责任感、奉献等结构。沉

着稳重与柯江林等[23]、王璟等[24]研究结果相似,柯
江林等[23]在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的心理资本

时,将沉着冷静纳入心理资本核心构念中;王璟等[24]

将冷静纳入矿工安全心理资本结构。护士群体在临

床工作环境中,面对突发事件或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能够沉着稳重地思考,积极调控自己的情绪,才能高

效地解决各种护理问题。此外,路桑斯[13]认为“沉浸

体验”是心理资本潜在构念之一,其特征表现为注意

力高度集中时,个体处于非常愉悦的状态。工作任

务型心理资本中工作沉浸二级维度下“在进行每项

护理工作过程中,我都可以保持全身心的投入”“我
十分享受工作的过程”等条目反映了护士群体在工

作中的沉浸状态,符合心理资本内涵。周丹等[25]研

究显示,护士的工作沉浸可提高其工作旺盛感和创

新行为。职业责任感反映护士群体的慎独精神和服

务态度,目前暂未被心理资本结构探索研究所纳入。
经课题组讨论,作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护士群体身上具备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发挥

其内在积极心理优势,提高服务质量。另外,专家指

出原归为人际关系型心理资本维度下的奉献内涵属

于工作任务性心理资本,经课题组反复研究,奉献维

度下的内容重点突出在工作中的全身心付出,故将

奉献维度纳入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该维度变异系

数为0.290,大于0.25,但综合考虑专家意见和访谈

资料背景,课题组发现护士奉献精神出现频次较高,
且董晓萌[26]采用叙事研究方法对3名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的访谈中发现,“患者至上,无私奉献”是获奖

者的基础人格,与课题组前期访谈结果契合,故保留

该维度。
3.3.2 人际关系型心理资本 反映护士在协调医—

护—患关系、沟通相关事件、同组织进行高效互动所

需的积极心理力量,包括包容、谦逊、团体感3个方

面[8]。该维度是目前护士心理资本问卷未涉及的内

容,具有本土文化气息。其中包容、谦虚结构的析出

与柯江林等[23]、郑伟俊[27]研究结果相同。该维度下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以宽容之心待人,遇事不斤斤计

较”“同事的观点、意见同自己相悖时,我能认真倾听,
汲取有益的建议”等条目体现儒家经典里的大一统和

包容性;“当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我会虚心向他人请

教”等条目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谦虚思想。李丹[28]

提出团队心理资本有利于提升组织竞争力,为此编制

《团队心理资本问卷》,其中团队合作感维度内容表述

(为帮助我克服工作困难,队友们愿意尽可能地提供

帮助)与本量表团体感内容(我和同事们能互相帮助,
团结协作)存在相似之处。研究显示,包容、谦虚、团
体感可作为护士胜任力的核心评价指标,有利于提高

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减少护理缺失的发生[29-30]。因

此,本研究将包容、谦虚、团体感纳入人际关系型心理

资本的评估项目中,以了解我国护士群体在人际交往

过程中所持有的积极心理资本特征。
3.3.3 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 反映护士群体在完成

既定工作任务的同时,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主动发现、
创造的心理能力,包括评判性反思、主动作为、创新力

3个方面[8]。该维度是护士群体心理资本结构新的维

度内容,其中评判性反思、主动作为和创新力都是针

对护理人员终身学习的职业特征提出的。由于患者

病情频繁变化,护理知识、技能、程序、指南等不断更

新,终身护理学习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31]。评判性思

维能力、主动学习能力、科研意识作为全科护士核心

能力的评价指标,对完善护理团队建设、推动医学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将评判性反思、
主动作为、创新力纳入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的评估项

目中,以了解我国护士群体在学习发展过程中所具有

的积极心理状态和能力,为进一步加强学习型护理人

才的培养,培育护理人员终身学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供参考。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两轮德尔菲专家函询,初步构建了符

合我国文化背景和护理职业特征的心理资本测评量

表,其内容包含工作任务型心理资本、人际关系型心

理资本与学习发展型心理资本三个方面。三者互相

协同,可较全面评估我国护士群体心理资本现状和相

关干预效果。但本研究仅通过两轮德尔菲对量表内

容进行定性评价,未来仍需开展大样本调查,以进行

定量评价,检测量表内容的信效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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