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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赵柳红1,黄倩怡2,冯锦屏3,刘莉4,谢日华1,3

摘要:目的
 

编制“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方法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文献查阅法、小组讨

论法和德尔菲法形成量表初稿,初次调查239名“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再次调查417名护士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结果
 

“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包含4个维度,25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4个公因子,方差

累积贡献率为86.543%。总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0.920,各条目内容效度指数为0.800~1.000。量 表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87,折半信度为0.957,重测信度为0.876。验证性因子分析提示,一阶四因子模型拟合较好(χ2/df=2.216,GFI=0.904,

RMSEA=0.041,RMR=0.035,CFI=0.916,NFI=0.928)。结论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编制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

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适用于我国“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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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护理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

构注册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上申

请、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疾病且

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的护理服务,从事此项工作

的护士称为“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或网约护士[1]。
当前,高龄老人、社区失能者和出院患者等对上门护

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2-3],但护士对于长期参与“互
联网+护理服务”仍呈观望态度,主动性不强[4-5],以
致这种供需矛盾日益突显。护士较高的职业认同感

有利于调动其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积极性和

确保网约护士队伍的稳定性[6-7]。但目前国内“互联

网+护理服务”处于初试阶段,尚无专门的研究工具

调查网约护士的职业认同感水平。加之,现有相关护

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具有普遍性[8-9],适用的是护生或

整个护士群体,难以体现“互联网+护理服务”新型服

务模式的特点及对护士职业认同感的评估。因此,基
于社会认同理论[10],本研究拟采取文献查阅法、小组

讨论法和德尔菲法等编制“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

职业认同感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以期为了解和评价

当前我国“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状况

提供有效测评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咨询专家 纳入标准:①护理管理、护理教

育、护理临床等方面专家;②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

以上职称;③具有“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实践经验,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本研究共邀请来自湖

南、广东、浙江、广西等省市的23名专家,女22名,男
1名;工作年限15~41(29.39±9.07)年;博士7名,
硕士4名,本科12名。职称:副高及以上21名,中级

2名;护理管理者10名,临床护士8名,护理教育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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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社区护士2名。
1.1.2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通过“互联网+护理

服务”业务培训并考核合格,在网约平台注册为“互联

网+护理服务”护士;②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良执业行为记录、被所

在单位及平台取消服务资格者。初次调查239名护

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女232名,男7名;年
龄25~59

 

(35.71±6.57)岁。学历:大专41名,本科

195名,硕士3名。职称:护师89名,主管护师115
名,副主任护师及以上35名。专科护士62名,非专

科护士177名。随机抽取20名护士于2周后进行重

测,用于评价量表重测信度。再次调查417名护士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中,女406名,男11名;年龄

28~59
 

(37.05±6.44)岁。学历:大专68名,本科

338名,硕士11名。职称:护师130名,主管护师201
名,副主任护师及以上86名。专科护士131名,非专

科护士286名。2次调查均采用方便抽样法在全国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医院获取样本。本研究已

获得当地伦理委员会的审批(批件20220002)并在中

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ChiCTR2100055052)。
1.2 方法

1.2.1 理论依据及内容框架 职业认同感本质是探

索自我在职业中的位置,是社会认同的重要构成领

域[11]。社会认同理论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

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群体带给自己的积极情感,从
而影响其职业行为倾向。社会认同主要心理过程包括

三个阶段: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社会积极区分[10]。人

们通过社会分类可获得本职业内群体的情感认同而形

成职业依恋;社会比较形成了职业地位的高低差别;社
会积极区分能帮助个体建立清晰的职业认知以获得一

个特有的社会身份区别于其他职业。此外,有研究证

明职业支持也是职业认同的内在新维度[12]。因此,基
于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梳理出职业认同的4个维度:
职业依恋、职业地位、职业认知和职业支持。
1.2.2 建立条目池 在1名“互联网+护理服务”专
家的指导下,由3名拥有“互联网+护理服务”实践的

护士带领2个护理专业型研究生构成研究小组,从职

业依恋、职业地位、职业认知、职业支持4个方面着手

编制条目。在文献查阅基础上,条目池中的各条目充

分融合“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工作特征,如上门服务

的社交技能,不同场所(由医院转至家庭)的安全考虑

等。经小组成员多次斟酌修改后确定“互联网+护理

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初稿,共4个维度22个条

目。
1.2.3 德尔菲专家咨询 于2021年11~12月通过

电子邮件方式邀请专家对每个维度和条目的重要程

度进行评分(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分=“很不重

要”,5分=“很重要”),并要求专家4周内返回咨询

表。本研究以均数≥4.00、满分比≥40%、条目变异

系数≤25%作为标准筛选条目。不符合标准直接删

除;符合标准但专家有任何意见,则课题组进行讨论

和修改。前轮咨询中专家建议新增和修改的条目均

进入下一轮咨询,如专家未提出新意见,则停止函询。
1.2.4 初步调查及再次调查 采取方便抽样法,于
2022年1~2月在全国“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医院

对239名网约护士以网络问卷形式进行初步调查。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研究小组先进行项目分析和信效

度分析,删除不符合量表测量学属性的条目,形成正

式量表。2022年3~4月在全国范围内对417名网约

护士开展线上调查,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量表效

度进行再验证。
1.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及AMOS23.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采

用临界比值法、相关系数法对条目进行项目分析;采
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结构

效度;运用专家对各条目的评分计算内容效度;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折半信度、重测信度评价量表信

度。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专家咨询结果 两轮专家咨询表回收率为

92.00%(23/25)、86.96%(20/23);专家权威系数为

0.900、0.905;肯德尔系数为0.289、0.326(均 P<
0.05)。第1轮专家咨询,量表维度未作修改,但条目

池中原有22个条目被删除3个、新增11个。30个条

目进入第2轮专家咨询,有2个条目因均数<4.00、
满分比<40%被删除,未收集到新的修改意见,故停

止函询。综合2轮专家咨询意见及小组讨论意见,最
终形成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调查

量表包括4个维度和28个条目。
2.2 项目分析结果 临界比值法结果显示,总分高

分组和低分组在各条目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条目均保留。Pearson相关系数法结果

显示,各条目得分与总分相关系数为0.746~0.909,
均>0.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故保留

所有条目。
2.3 效度分析结果

2.3.1 结构效度 结合量表构建的预设维度,将公因

子数限定为4,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对239份

初步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2次因子分析

后,依次删除因子载荷系数值小于0.4的条目13、28、
4,最终保留25个条目。第3次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
条目的因子载荷系数和共同度均大于0.4,累积方差解

释率值为86.543%,见表1。运用AMOS23.0软件,采
用极大似然法对417份再次调查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再次检验量表效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816~
0.954,χ2 自由度比值(χ2/df)为2.216,拟合优度指数

(GFI)为0.904,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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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根残差(RMR)为0.035,比较拟合指数(CFI)为
0.916,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28,提示本量表一阶

四因子模型较理想。

表1 “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因子载荷矩阵(n=239)

条
 

目   
因子载荷系数

职业依恋 职业地位 职业认知 职业支持
共同度

1.我认为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值得骄傲 0.463 0.317 0.281 0.235 0.866
2.我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时感到很快乐 0.522 0.375 0.290 0.235 0.870
3.我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前景充满信心 0.497 0.281 0.252 0.274 0.853
5.我觉得“互联网+护理服务”这种工作模式适合我 0.737 0.358 0.376 0.271 0.887
6.我觉得我性格适合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工作 0.694 0.388 0.308 0.285 0.881
7.我觉得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528 0.359 0.311 0.311 0.859
8.“互联网+护理服务”对老龄化社会健康发展很重要 0.195 0.730 0.234 0.297 0.847
9.“互联网+护理服务”将促进护理行业的发展 0.303 0.741 0.314 0.267 0.883
10.“互联网+护理服务”将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 0.314 0.687 0.277 0.340 0.832
11.我觉得作为“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会受到尊重 0.391 0.710 0.325 0.348 0.881
12.我觉得“互联网+护理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0.145 0.777 0.352 0.309 0.844
14.我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相关背景 0.343 0.269 0.766 0.256 0.923
15.我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政策内容 0.315 0.256 0.755 0.330 0.918
16.我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0.281 0.350 0.814 0.256 0.930
17.我了解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能力要求 0.260 0.313 0.697 0.315 0.896
18.我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全过程中潜在的风险 0.211 0.372 0.708 0.342 0.884
19.我知道居家服务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患者及家属的关系 0.325 0.368 0.655 0.341 0.865
20.我觉得“互联网+护理服务”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0.110 0.250 0.655 0.343 0.860
21.我对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有清晰的职业目标和职业规划 0.326 0.324 0.456 0.224 0.749
22.工作单位会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相关理论和技能培训 0.256 0.314 0.344 0.578 0.867
23.工作单位会提供专业的出诊设备以便上门服务 0.252 0.371 0.325 0.759 0.883
24.工作单位会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如摄像追踪,一键报警装置) 0.241 0.249 0.358 0.760 0.825
25.医学界同行认可并支持“互联网+护理服务” 0.323 0.351 0.369 0.527 0.821
26.患者的满意评价使我的工作充满了意义 0.223 0.216 0.319 0.517 0.872
27.家庭支持对我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非常重要 0.269 0.327 0.308 0.569 0.840
方差贡献率(%) 15.074 29.235 25.004 17.230 -
累积方差贡献率(%) 15.074 44.309 69.313 86.543 -

2.3.2 内 容 效 度 总 量 表 的 内 容 效 度 指 数 为

0.920,各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800~1.000。
2.4 信度分析结果 见表2。
表2 “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的信度分析

项目 条目数 Cronbach's
 

α系数 折半信度 重测信度

职业依恋 6 0.963 0.904 0.733
职业地位 5 0.962 0.936 0.797
职业认知 8 0.974 0.949 0.868
职业支持 6 0.957 0.934 0.746
总量表 25 0.987 0.957 0.876

3 讨论

3.1 量表内容能准确而全面地评估网约护士的职业

认同感水平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针对从事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士编制职业认同感量表并

检验其信效度,其维度包括职业依恋、职业地位、职业

认知、职业支持。其中,职业依恋是指“互联网+护理

服务”护士对护士这个职业的情感认同水平。研究显

示,从事“互联网+护理服务”能增加护士收入、增强

护士价值感和情感认同[13-14]。职业地位是指“互联

网+护理服务”护士这个新社会群体开启“医院、社
区、家庭”三元联动延续护理模式后,在社会地位和社

会声望等方面的总体状况[15]。职业认知描述的是

“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内化职业角色,对自己职业

内容的了解程度[16-17]。职 业 支 持 强 调 的 是“互 联

网+护理服务”护士感受到职业内部(如医疗单位、同
事、领导等)和职业外部(如家人、公众等)对其的精神

和物质支持[18-19]。与既往职业认同量表[8-9]相比,此
量表综合了护士的自我认同(条目1~7、11~21)和
公众认同(条目8~10、22~27),其中条目8“互联

网+护理服务对老龄化社会健康发展很重要”、条目9
“互联网+护理服务将促进护理行业的发展”、条目10
“互联网+护理服务将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测评网

约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这种新型服务模式社

会价值(老龄化社会健康发展)、行业价值(护理行业

发展)、个人价值(护士个人地位)的看法。条目12
“互联网+护理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也表明对从

事上门服务的护士有较高的技能要求,同时顺应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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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护士的发展热潮。本研究编制的职业认同感量表

各条目突显了“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特点,为从事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士职业认同感水平提供测

量工具,能准确而全面地评估网约护士的职业认同感

水平,有利于国家针对网约护士的职业认同感进行供

给侧改革,满足慢性病、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个体化的

护理需求,促进我国“互联网+护理服务”的高质量发

展。
3.2 量表信效度较好,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以社会

认同理论为理论框架[10],课题组从“质”“量”两方面的

严格要求来确保“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同感

量表编制的科学性及客观性。首先在“质”方面,严格

遵守量表编制原则及步骤,采用文献查阅、头脑风暴、
集体讨论等方法确定量表初稿,保证量表条目的全面

性。本研究进行2轮专家函询,参与专家均为“互联

网+护理服务”领域的开拓者;此外,专家有量表研制

和社会学背景,具有一定的专业领域代表性。基于2
轮专家的意见反馈,进一步筛选条目,保障条目的客

观性和量表的科学性。2轮专家咨询中,专家积极系

数分别为92.00%、86.96%,权威系数均≥0.90。肯

德尔和谐系数为0.289、0.326(均P<0.05)。结果

显示,专家积极性高,具有较好的权威性,意见趋于统

一。该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0.920,保证量表的“质”
性合理,即量表条目编写符合研究目的及研究对象。

 

其次在“量”方面,通过初步调查,项目分析结果验证

量表条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相关性,并通过探索性

分析检验其效度。3次因子分析共提取特征根大于1
的公因子4个,与本研究理论预设的4个维度一致,
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各条目的因子载

荷系数和共同 度 均 大 于0.4,累 积 方 差 解 释 率 为

86.543%,均达标。量表Cronbach's
 

α系数(0.987),
折半信度(0.957),重测信度(0.876)均高于0.7,说
明该量表的内部稳定性及一致性较高。再次调查的

验证性分析进一步检验了模型拟合指标均达标。综

上,本研究通过统计学手段验证该量表条目的品质及

其内部结构的稳定,确保了该量表“量”的合格。
4 小结

本研究编制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护士职业认

同感量表科学可行,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各项指标均

达到测量学标准,适用于我国当前从事“互联网+护

理服务”护士的职业认同感的测评。但在编制过程

中,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部分“互联网+护理服务”试
点医院的护士作为调查对象,以致样本来源局限,其
代表性和稳定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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