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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护士职场适应的研究进展

孔颖1,宋开兰2,张迪1,周婷1,刘冠琳1

摘要:
 

对新入职护士职场适应的概念、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新入职护士职场适应度的相关影响因素涉

及到个人、组织和工作、心理三方面,提出护理管理者应该优化护理工作环境,为新入职护士提供人文关怀,积极提供引导与帮助,
探索出提高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方法,以提升新入职护士职场适应度,促进护理队伍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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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47;R196.2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3.01.0125

Research
 

progress
 

on
 

adaptability
 

of
 

newly
 

recruited
 

nurses
 

in
 

the
 

workplace Kong
 

Ying,
 

Song
 

Kailan,
 

Zhang
 

Di,
 

Zhou
 

Ting,
 

Liu
 

Guanlin.
 

School
 

of
 

Nurs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assessment
 

tools,
 

current
 

situ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workplace
 

adaptability
 

of
 

newly
 

recruited
 

nurses
 

were
 

reviewed.The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rkplace
 

adaptability
 

of
 

newly
 

recruited
 

nurses
 

involve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work,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It
 

is
 

proposed
 

that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optimize
 

the
 

nursing
 

work
 

environment,
 

provide
 

humanistic
 

care
 

for
 

newly
 

recruited
 

nurses,
 

guide
 

and
 

help
 

them
 

actively,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workplace
 

adaptability
 

of
 

newly
 

recruited
 

nurses,
 

thus
 

improving
 

the
 

workplace
 

adaptability
 

of
 

newly
 

recruited
 

nurses
 

and
 

promo-
ting

 

the
 

stability
 

of
 

nurs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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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入职护士(下称新护士)是指毕业后工作1年

以内的护士[1]。新护士面对复杂的临床环境,普遍对

临床工作缺少信心,存在不同程度的职场适应不良,
产生职业倦怠[2]、转型冲击[3-4],甚至离职[5-6]的现象。
既往研究显示,国外约有50%的护士打算在1年内离

职或转岗,超过75%的护士计划在5年内离职[7]。职

场适应度对新护士的照护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当
职场适应度处于较高水平时,新护士会积极工作,提
高其照护行为,提高护理工作效率[8]。然而新护士的

职场适应情况并不乐观,新工作环境增加其心理压

力,影响其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同时新护士职场

适应不良会影响护理服务质量和护理队伍稳定。因

此,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新护士

职场适应度,这对新护士的工作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鉴于国内对新护士职场适应的研究起步较晚,
本文对新护士职场适应的概念、评估工具、现状、影响

因素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加强新护士管理,
降低新护士离职率提供参考。
1 职场适应概念

由于学科领域和研究角度的差异,目前关于职场

适应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解释。职场适应主要被应用

于教育学、人力资源管理和心理学等领域。从教育学

的角度分析,职场适应是指劳动个体在职业活动中实

现自身和工作协调发展的心理过程,主要指劳动个体

对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和工作活动的适应[9]。从人力

资源管理的角度分析,职场适应是指一个人从事某项

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生理、心理素质特征,它是先天因

素和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10]。职场适应在心理学方面解释为个人在特定职

业环境进行互动、交流,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一个

过程[11]。就护理而言,职场适应指护理人员在工作

中适应相关环境规范,并建立起和谐关系的能力,影
响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体验[12]。综上,职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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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个体为适应工作环境建立和谐关系的心理状态,
进而达到职场要求的过程。
2 护士职场适应评估工具

2.1 护 士 职 场 适 应 度 量 表(Nurses'
 

Workplace
 

Adaptability
 

Scale,NWAS) 由藤本
 

ひとみ
  

等[13]编

制,旨在评估临床护理人员的职场适应度,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为0.859。中文版量表由刘丽丽等[14]

于2021年翻译并修订,用于测量工作年限≤1年的

新护士,量表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889,重测

信度为0.791。该量表包括工作环境与氛围(11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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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级计分法,从“完
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赋值1~5分。总分

17~85分,分数越高表明受试者的职场适应度越高。
葛文杰等[15]运用该量表测量新护士的职场适应度,
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该量表针对新护士

进行设计编写,基本包括了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大部

分特征,特异度较强,信效度较好,故推荐作为测量新

护士职场适应度的评估工具。未来研究可用此量表

测量新护士职场适应度,以深入探讨新护士职场适应

现状及影响因素。
2.2 员工职业适应能力量表(Occupational

 

Adapta-
bility

 

Scale
 

for
 

Employee
  

) 由王益富等[16]于2016
年为评估企业员工职业适应能力而编制,包括组织协

同能力(4个条目)、工作沟通能力(4个条目)、职业学

习能力(4个条目)、情绪调节能力(4个条目)和生涯

发展能力(4个条目)共5个维度20个条目。采用

Likert
 

7级计分法(1~7分),总分20~140分,分数

越高表明职业适应能力越强。量表Cronbach's
 

α系

数、重测信度和分半信度均>0.8,量表信度较好,该
量表被广泛应用于职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罗懋

等[17]使用该量表对新护士职业适应能力进行评估,
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该量表测量内容较全

面、适用性较广,并且条目简短便于理解和回答,但是

该量表的缺陷在于并非针对护士人群设计,针对性不

足,因此未来还需要大量研究样本验证其实用性和可

行性。
2.3 职 业 适 应 能 力 量 表(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CAAS) 由Sibunruang等[18]编制,量表包括

关注(6个条目)、控制(6个条目)、好奇心(6个条

目)和自信心(6个条目)4个维度,共24个条目,采
用7分制计分方法,“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
次赋1~7分,总分为24~168分,分数越高提示职

业适应能力越好。王许乐等[19]将其用于测量新护

士的职业适应能力,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4个维度的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9(自信心)、0.92
(好奇)、0.93(关注)和0.88(控制)。该量表评估内

容较为丰富,操作简单,能够客观评估员工职场适应

度,但需要进行文化调适后应用于我国员工职场适

应度评估。

3 新护士职场适应现状

随着新护士转型冲击、职业倦怠等问题日益显

著,新护士职场适应度也逐渐成为研究重点。Labra-
gue等[3]研究显示,新护士在平衡职业生活和个人生

活方面存在困难,新护士较高的转型冲击与患者不良

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Ulupinar等[20]的研究发现,
新护士对工作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5.52分(满分为

10分),有50.9%的新护士计划离开医院,职场适应

情况不容乐观。相比于国外,我国新护士职场适应度

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仍有上升空间。葛文杰等[15]对

471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新护士的调查分析显示,其职

场适应度总分为(55.93±10.86)分,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李月华[21]对郑州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新护士

调查发现,其职场适应度总分为(47.98±12.10),其
中业务自主维度得分最高,与上司的关系次之,工作

环境与氛围维度得分最低。吴雪影等[8]的研究结果

显示,乌鲁木齐市三级医院规范化培训护士职场适应

总分为(59.17±9.47)。罗懋等[22]调查长沙市新护

士职业适应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中得出:职业适应较

好者,总体幸福感高,反之总体幸福感低,新护士职场

适应总体在中等水平。有调查发现,新护士在入职第

1年的职业适应得分处于中等水平,且随工作时间延

长呈上升趋势[23],这可能与新护士学习能力强,自我

效能较高,对待工作细致且具有热情有关。由此可

见,新护士刚接触护理行业时感到疲惫和压力,工作

状态相对被动。建议护理管理者在新护士工作前期

给予充足的关注,依据新护士工作职责、医院新护士

成长规划等,有计划地与新护士沟通,开展针对性培

训,促使其迅速融入到科室中,有目标的工作学习,调
动工作积极性,改善其职场适应度。
4 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4.1 人口社会学因素 主要包括性别、生源地、政治

面貌及学历等。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新护士的职场适

应能力低于男性[19],原因可能是新护士处于职场适

应阶段,面对繁杂的护理工作易疲惫,而女性心思较

敏感,调节压力能力较差,进而使其职场适应度低于

男性。研究表明,生源地为城市的新护士职场适应度

高于生源地为农村的新护士[15]。这可能是因为城市

个体接触外界机会较农村多,眼界开阔,新护士接受

新鲜事物能力强,较容易适应护理工作环境,从而适

应职场生活。同时有研究指出,学历也是影响新护士

职场适应的因素[24],高学历的护士基础理论与临床

技能较好,能够积极调整心态,职场适应能力较强。
然而,另一项研究却指出高学历的护士职场适应度较

差,原因在于高学历的护士对自己的职业抱有更高的

期待,但繁重的工作与期待不符易造成其职场适应障

碍[25]。针对人口社会学因素的影响有待研究者进一

步探讨。未来护理管理者应重点关注生源地为农村

的女性新护士,经常与其交流,了解她们的真实需求,
帮助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提高其沟通及社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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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帮助其更快适应护理工作环境,确保护理服务质

量。
4.2 组织和工作因素

4.2.1 工作时间及工作压力 工作时间是新护士职

场适应度的影响因素之一,新护士工作时间越短,职
场适应度越低[15]。罗懋等[17]研究表明,新护士花费

大量时间与精力去适应职场生活,工作沉浸的程度越

高,职场适应度越高,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会随着工

作时间的增长而加强。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增加,
新护士对于护理工作更加熟悉,职场适应能力更强。
因此,护理管理者应对新护士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

助,提升他们工作投入感,提高新护士护理工作热情,
最终提高护理质量。新护士在职场初期由于工作能

力不足,工作任务繁重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工作

压力普遍较高[26]。合理调节情绪有助于缓解自身压

力。新护士调节情绪的能力越低,其职场适应度越

低。新护士应重视自我情绪的调节,采用适当的方法

合理宣泄个人情绪,如正念减压疗法[27]等。建议新

护士掌握多种情绪调节方式,及时寻求同事或领导者

的帮助,积极应对职场生活。一方面,医院管理者要

多方面地了解新护士职业发展动力与需求,以激励制

度提升新护士的角色转变,降低迷茫与压力。另一方

面,护理管理者可帮助新护士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加
强职业能力培养,提供其学习进步的平台,满足新护

士合理的需求,更好地促进职业成长,提升新护士幸

福感指数。
4.2.2 工作环境精神气候水平 精神气候是指管理

者为鼓励员工表达内心世界所营造的精神文化氛

围[28],是个体职场适应成功的关键要素。既往研究

显示,护士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感越高,其工作环境精

神气候程度也越高[29],而工作环境精神气候总分高

的新护士职场适应度较好[15]。尤利芬等[30]指出,新
护士在科室里被鼓励表达想法,角色转换压力越小,
适应临床工作的状态越好,有助于提升护士的团队合

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然而,有调查显示,手术室护士

对于工作环境精神气候感知处于中等水平[31]。因

此,管理者要建立磁性工作氛围,磁性管理理念可以

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率和不良事件发生

率,稳定护理队伍的发展。护理管理者首先要建立和

谐的工作环境,采取合适的领导风格,以变革型领导

方式开发和提升护士心理资本来积极地影响护士,激
发新护士工作沉浸体验,提高护士的工作投入水平。
其次安排不同资历的护士配合工作,弹性排班,鼓励

新护士表达自己看法,消除他们在工作中的负面情

绪,同事之间关系融洽,彼此信任。最后对新护士尊

重并认可,营造团结协作氛围,组织科室集体活动,鼓
励其总结工作经验,改善其职场适应度。
4.2.3 转型冲击 转型冲击是指个体由已知角色转

型为陌生角色时,受角色、关系、知识及责任的影响而

产生的一种迷茫、困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感受或体

验[32]。李月华[21]研究显示,转型冲击与职场适应度

呈负相关,即新护士感知到的转型冲击越强烈,职场

适应度越低,与王硕等[3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原

因可能是,新护士初入职场面对工作时无助感和迷茫

感较高,经历长时间的焦虑和压力,无法克服转型冲

击,最终导致职场适应不良。提示护理管理者要注重

新护士的心理状况,降低其发生转型冲击的概率,使
其尽快胜任当前的临床工作岗位。新护士转型冲击

不仅直接影响其职场适应度,还可通过抗逆力和个人

组织契合对职场适应度产生间接影响[33]。护理管理

者要积极培养新护士的抗逆力水平,增强个人与组织

契合水平;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和技能比赛,开阔新护

士眼界,降低其转型冲击水平;提供给新护士学习锻

炼的机会,进而促进新护士进步成长。
4.3 心理因素 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

程中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34]。心理资本较好的个

体可以用乐观的心态面对工作中的困难,降低职业疲

劳和倦怠[35]。研究显示,新护士的心理资本与职场

适应呈正相关[21],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心理弹性较低

的新护士职场适应度不佳[19]。由此可见,心理资本

较好的新护士在面对工作时常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
具备较高的心理调整和适应能力,可以承受住工作压

力并保持工作激情,反之则容易出现职业倦怠。长期

处于高风险的工作环境容易造成新护士出现心理疾

病,甚至出现严重的心理应激反应,因此对其开展心

理干预非常有意义。护理管理者要注意新护士的心

理健康状况,采取针对性措施缓解工作压力,必要时

对其进行心理干预[36-37]。建议护理管理者给予新护

士工作及生活上的情感支持,主动指导其如何处理护

患关系、同事关系等,分享工作经验,帮助新护士解决

工作家庭冲突等难题。及时注意护士的情绪波动及

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倾听、安慰或劝导,帮助其寻找生

活乐趣,提高其心理资本,更好地去面对工作中的困

难与挫折。
5 小结

新护士的职场适应度处于中等水平,仍有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新护士的职场适应能力与护理质量紧密

相关。目前,国内已有专门的量表用于评估新护士职

场适应度,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相关影响因素涉及到

个人、组织和工作、心理三方面,护理管理者应该采取

措施多方面深层次地解决新护士职场适应不良问题。
目前关于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干预研究尚不全面,有
效的干预措施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当前研究多以

量性研究为主,后续还可对新护士职场适应感受与体

验开展质性研究。建议管理者优化护理工作环境,为
新护士提供人文关怀,积极对其进行引导与帮助,探
索出提高新护士职场适应度的方法,促进护理团队的

稳定性,推动护理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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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编辑部。本刊刊登的所有论文,均以纸载体和网络版

形式同时出版。论文刊登后,本刊向作者赠阅当期杂志2本。
本刊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护理学杂志》编辑部;

邮政编码:430030;电话027-83662666;E-mail:jns@tjh.tjmu.
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