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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工作重塑研究热点文献分析

蔡国旗,汪晖

摘要:目的
 

了解护士工作重塑相关研究的概况、热点及趋势,为临床护士工作重塑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检索中英文数据库中我

国学者发表的关于“工作重塑”的相关文献并进行计量学分析。结果
 

获得中文文献324篇,英文文献211篇;发表在290种期刊

上,发文量逐年增长。共获得中文关键词1
 

386个,词频位居前三的关键词为工作重塑(18.11%)、工作投入(3.03%)、工作绩效

(1.30%);英文关键 词1
 

091个,词 频 位 居 前 三 的 关 键 词 为Job
 

crafting(11.18%),work
 

engagement(5.68%),performance
(4.40%)。中文文献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为4类,分别是工作行为与工作结局指标、员工的人格与心理建设、组织支持与价值启

发以及领导方式与风格。结论
 

护士工作重塑相关研究缺乏,护理管理者应注重临床护士工作重塑能力的发掘与培养,为临床护

士营造良好的支持性就业环境。
关键词:护士; 工作重塑; 工作行为; 人格; 心理建设; 组织支持; 研究热点; 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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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landscape
 

and
 

identify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f
 

job
 

crafting
 

among
 

nur-
ses,

 

and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Methods
 

Domestic
 

and
 

foreign
 

electronic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Chinese
 

studies
 

on
 

nurses'
 

job
 

craft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were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535
 

articles
 

were
 

obtained,
 

including
 

324
 

Chinese
 

articles
 

and
 

211
 

English
 

articles.
 

They
 

were
 

published
 

in
 

290
 

journals,
 

and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
 

total
 

of
 

1,386
 

Chinese
 

keywords
 

were
 

obtained,
 

with
 

the
 

top
 

three
 

keywords
 

being
 

job
 

crafting
 

(18.11%),
 

work
 

engagement
 

(3.03%),
 

and
 

job
 

performance
 

(1.30%);
 

and
 

1,091
 

English
 

keywords,
 

with
 

the
 

top
 

three
 

being
 

job
 

crafting
 

(11.18%),
 

work
 

engagement
 

(5.68%),
 

and
 

performance
 

(4.40%).
 

Clustering
 

analysis
 

of
 

Chinese
 

high-frequency
 

keywords
 

presented
 

4
 

categories:
 

work
 

behavior
 

and
 

outcome
 

indicators,
 

employee
 

personality
 

and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r-
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value
 

inspiration,
 

and
 

leadership
 

mode
 

and
 

style.
 

Conclusion
 

Research
 

on
 

nurses'
 

job
 

crafting
 

is
 

limited.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nurses'
 

job
 

crafting,
 

and
 

create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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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重塑(Job
 

Crafting)由 Wrzensniewski等[1]

提出,是指员工在工作或者人际关系中主动改变工作

任务、关系与认知,使工作更加适合自己。在临床医

疗工作者中,护士是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主要执行

·17·护理学杂志2023年2月第38卷第4期



者。由于紧张的医患关系、繁忙的工作性质,给护士

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在复杂的病情变化

过程中,护士应充分发挥工作自主性,对自己职责范

围内的工作重新构造,调整自身行为,合理改变自身

工作内容,以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因此,护士工作

重塑能力的发掘与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

以文献计量学研究为基础,了解护士工作重塑研究现

况、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为临床护士工作重塑能力

的研究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

据库、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服 务 系 统、Embase、
PubMed、CINAHL、Web

 

of
 

Science,检索自建库至

2022年4月30日由我国学者发表的工作重塑相关文

献,根据数据库的具体要求,在预检索的基础上,中文

以“工作重塑”或“工作形塑”为主题词或关键词进行

检索。英文检索式为(以PubMed为例):("job
 

craf-
ting"[Title/Abstract])

 

AND
 

(China[Affiliation]),
检索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献。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主题与

“工作重塑/工作形塑”有关的文献研究。排除标准:
①会议论文;②通知公告、短篇报道、报刊;③重复报

道的文献;④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1.3 分析指标的提取与分析 通过Bicomb

 

2.0软

件对纳入的文献题录进行读取和分析,提取文献中的

题名、关键词、年份、作者、单位,并生成规范化数据导

入Excel表格进行分析和图表绘制。将关键词词篇

矩阵文本文档导入SPSS25.0软件,选用组内链接法

和Ochiai系数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生
成关键词聚类树状图,进行研究热点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发文量及年度变化 通过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去重后,阅读题目、摘要、全文后,按照纳排

标准进行筛选后共得到中文文献324篇,英文文献

211篇,共535篇。与护理有关的工作重塑研究文献

只有15篇。年度文献发表量见图1。

图1 年度文献发表趋势

2.2 合作撰文情况 324篇中文文献共有作者568
名,作者群人数为1~10人,文献合作度(指平均每篇

论文的作者数,是作者合著情况和程度的重要指标;
合作度=作者人数/论文总数)为1.75人;211篇英

文文献共有作者592名,作者群人数为1~9人,文献

合作度为2.81人。
2.3 文献期刊分布及护理行业发表情况 535篇中

英文文献发表在290种期刊上,其中刊文最多的杂志

分别是《Frontiers
 

in
 

Psychology》(14篇)、《心理科学

进展》(9篇)、《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8
篇)、《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8篇)、《中国

人力资源开发》(7篇)、《Current
 

Psychology》(7篇)。
324篇中文文献中,由护理研究者发表的工作重塑相

关文献仅4篇(1.23%);211篇英文文献中与护理有

关的工作重塑研究文献共11篇(5.21%)。
2.4 高频关键词 对纳入中文文献及英文文献的关

键词进行同义词、近义词合并处理后,共得到1
 

386
个中文关键词和1

 

091个英文关键词。根据Dono-
hue的 高 频 低 频 词 界 定 公 式[3]T =[-1+(1+
8I1)1

/2]/2对高频词进行统计(I1:词频为1的关键词

数量;T:高频、低频词频临界值)。根据公式计算获

得2个中文高频关键词,3个英文关键词。结合本研

究主题,5个关键词难以全面涵盖工作重塑的相关研

究现状,
 

因此为了客观全面地对该研究主题进行整

合分析,分别取频次最高的前17个中英文关键词进

行分 析,17 个 中 文 关 键 词,累 计 频 次 454 次

(32.76%);17 个 英 文 关 键 词,累 计 频 次 520 次

(47.66%),获得的中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见表1。
表1 高

 

频
 

关
 

键
 

词

序号
中文文献(n=1386)

关键词 频次 百分比(%)
英文文献(n=1091)

关键词 频次 百分比(%)

1 工作重塑 251 18.11 job
 

crafting 122 11.18
 

2 工作投入 42 3.03 work
 

engagement 62 5.68
 

3 工作绩效 18 1.30 performance 48 4.40
 

4 工作设计 17 1.23 work 35 3.21
 

5 心理授权 13 0.94 resources 27 2.47
 

6 组织支持感 12 0.87 satisfaction 25 2.29
 

7 主动性人格 11 0.79 employees 22 2.02
 

8 工作意义 11 0.79 behavior 21 1.92
 

9 工作满意度 11 0.79 model 21 1.92
 

10 企业员工 10 0.72 job 21 1.92
 

11 工作自主性 9 0.65 motivation 19 1.74
 

12 新生代员工 9 0.65 job
 

Satisfaction 18 1.65
 

13 职业认同 8 0.59 proactive
 

personality 17 1.56
 

14 变革型领导 8 0.59 validation 16 1.47
 

15 中介作用 8 0.59 demands 16 1.47
 

16 中小学教师 8 0.59 conservation 15 1.37
 

17 主动性行为 8 0.59 leadership 15 1.37

2.5 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SPSS25.0软件对中文文

献高频关键词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由于作为检索条件

的关键词“工作重塑”与其他多数高频关键词间均存

在词篇共现情况,为避免覆盖弱化其他关键词之间的

聚类分析结果,在剔除作为检索条件的关键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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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后,工作重塑相关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树状图见图2。图中横轴的数字表示2个关键词之间

的平均距离,如果两者之间聚集的距离越短,说明其

关系越紧密,反映的主题越趋于一致[4]。由图2可

见,当组间距离为24时,高频关键词共聚类为4类,
分别是工作方面:包括工作行为与工作结局指标(2,
3,8,16);员工方面:包括职工的人格与心理建设(4,
6,11);领导方面:领导方式与风格(10,13,15);组织

方面:组织支持与价值启发(1,5,7,9,12,14)。

注:横轴数值代表不同类别之间的平均距离,纵轴代表主题词编号,点

状竖线代表当组间距离x=24时,主题词内容聚为4类。

图2 工作重塑研究高频关键词共词聚类树状图

3 讨论

3.1 工作重塑相关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缺乏护理

行业相关研究 工作重塑相关研究的年度发文量近

年来逐渐增多,表明该领域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

关注,国内学者开始探讨企业员工为了平衡自身的工

作资源以及工作需求,而做出的个人能力和需要的改

变,在概念界定、影响因素、行为结果等方面都有了一

定的发展[5-8]。但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于经济管理学方面,中英文文献中与护理相关的研究

较少,表明目前国内对于临床护士工作重塑的研究尚

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还不够充足,仍有各种问题

需要去解决和完善。护理人员的临床工作复杂多变,
工作的主要压力源仍然是护理专业及工作、工作量及

时间分配方面的问题[9]。护士社会地位低、工作量大

且繁琐、福利待遇差、非医疗性护理工作多等问题依

然困扰着护士,护士的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

的束缚[10]。在此背景下,临床护士能够依据患者病

情的变化,灵活运用身边资源设备,合理安排自己的

工作,以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转变工作形式,显得尤

为重要。目前现有研究表明,工作重塑对护士群体及

护理事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11],能够提高护士工作

效率[12],增强工作幸福感[13],提升工作投入与工作绩

效[14]。护理管理者应该注重发掘与培养护士的临床

工作重塑能力,主动探索完成工作任务的新方式,从
而提升护士的职业认同感与自身幸福指数,有助于稳

定护理团队建设。
3.2 主要研究者专业以经济管理为主,文章合著率

较低 研究结果表明,主要研究者专业以经济管理

为主,可能与经济管理者更加关注员工工作方式有

关。合作撰文情况是科学研究的特点,科研合作表

现在科技论文署名作者的数量,完成一篇论文需占

用多少作者,依此可间接判断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15]。通过对研究作者所属机构及地区统计发现,
中文文 献 合 作 度 为1.75人,英 文 文 献 合 作 度 为

2.81人,表明目前我国工作重塑相关研究文献的合

作度有待提高,各研究机构之间相对独立分散,缺乏

交流学习,研究结果大多数是个别单位自主研制、自
行应用,未加以推广。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人员成

果转化意识低,缺乏相应的组织管理有关[16]。开展

护士工作重塑能力的相关研究过程中,会遇到一些

疑惑困难之处,由于临床护士工作的特殊性,护士自

我工作重塑能力的反应也会有所差异,各地区、各机

构研究者之间应该加强联系,共同探讨护士工作重

塑的概念内涵以及能力培养等问题,同时也需要加

强与经济管理专业的联系,学习工作重塑研究知识,
以助护士重塑能力相关研究水平的提升。护理管理

者也需要逐步规范护士工作重塑能力的内涵挖掘以

及培训管理,培养护士临床工作判断能力,加强护理

工作重塑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与推广,逐步扩大护

士工作重塑的研究。
3.3 高频关键词及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文献关键

词共现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对工作重塑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工作行为与结局指标、员工的人格与心理建

设、组织支持以及领导者正确的领导方式四方面,符
合 Wrzensniewski等[1]提出的工作重塑3个维度:任
务(Task)、认知(Cognitive)以及关系(Relation),分
别通过改变工作的数量、范围以及类型;改变自己对

工作范畴的看法;改变工作中与他人的互动联系3
个方面进行工作重塑。对于护理行业而言,组织支

持意味着护理管理者及医院层面需要为临床护士群

体营造一种和谐的支持性环境,临床护士工作重塑

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来自上级支持、组
织沟通、护理团体内部公正等[17]方面的影响。此

外,有研究表明,领导者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激发员工

工作重塑行为:一是增加员工感知到的工作重塑机

会,二是激活员工对工作重塑的内在动机[18]。在护

理群体中,工作重塑虽然是临床护士个体方面的主

动性行为,但其能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会受到护士长

等领导者领导风格的影响[19]。护理管理者合理有

效的变革型领导方式能够提升护士群体的专业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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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启发护士思考自身的专业价值,引导临床护士从

批判性角度处理临床问题,激励护士主动对自我工

作进行反思。
在人格与心理建设方面,主动性人格与心理授

权是工作重塑行为产生的有效因素[20]。主动性人

格作为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可以

让护士主动发现问题、处理问题[21]。护士拥有较高

的自主性时,意味着他们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工

作流程和安排工作任务[22]。同时护士作为独立的

个体,由于内在任务的动机而表现出对工作角色的

认知,即心理授权[23],意味着愿意接纳在临床工作

中出现的新事物,并愿意承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保
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毕竟工作重塑行为所做出

的改变未必会与领导和组织的期望保持一致[24]。
护士本身要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以及保持良好的工

作态度,自主性发掘问题,在自身的工作范围内主动

工作,对工作任务进行合理的划分安排,明确工作内

部的关系结构,这对于今后临床护士工作重塑能力

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3.4 研究不足之处 本研究在探讨国内工作重塑

相关文献的研究热点时,由于国内外语言表达习惯

的差异性及翻译的不对等性,仅对发表于国内的中

文文献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研究结果可能与实际情

况存在偏倚,拟进一步研究国外相关研究热点并与

国内进行比较分析。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国内对护士工作重塑相关研究缺

乏。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工作行为与结局指标、员
工的人格与心理建设、组织支持与价值启发以及领

导者正确的领导方式与风格4个方面。临床护士工

作重塑应该引起护理人员的重视,护理管理者应注

重临床护士工作重塑能力的发掘与培养,为临床护

士营造良好的支持性的就业环境,逐步启发护士运

用工作重塑思维看待临床问题,提升护士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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