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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护士品格优势、组织认同和工作绩效三者间的关系,为护理管理者从积极心理学角度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促

进护士工作绩效提供依据。方法
 

便利抽取1
 

034名临床护士为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品格优势量表、组织认同问卷和工作

绩效问卷进行调 查。结果
 

护 士 组 织 认 同 得 分 为(34.82±5.57)分,品 格 优 势 得 分 为(163.58±16.28)分,工 作 绩 效 得 分 为

(45.54±6.44)分。临床护士组织认同、品格优势、工作绩效间呈两两正相关(均P<0.05)。品格优势在临床护士组织认同与工

作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7%。结论
 

临床护士组织认同可正向预测工作绩效,品格优势在两者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建议护理管理者采取有效的基于组织认同和品格优势的干预方案,从而提高护士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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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优势本质上来自一个人好的状态和好的行

为[1],品格优势的研究已由个体生活中的情感[2]、态
度[3]、行为[4]延伸到工作中的绩效[5]、创造力[6]等。
品格优势高的个体,工作更加投入[7]、工作绩效更

高[8]。组织认同感是指临床护士对医院的认同感与

归属感,体现了个体与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9]。
有研究证实,个体对组织有较高的认同度时,会表现

出积极的心理和工作状态[10],从而影响个体的工作

绩效。在工作需求-资源理论中,组织对员工的支持

能够直接促进员工发展品格优势[11]。自我效能理论

预测,优势的使用将导致绩效的提高[12]。国内对临

床护士品格优势的研究较少[13],也很少涉及到工作

绩效层面[14]。因此,本研究以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

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其组织认同、品格优势和工作绩

效之间的关系,为医院管理层实现护理队伍的有效管

理、提高临床护士工作绩效提供可行性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年6~9月,采用便利抽样法,以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床护士为研

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从事护理工作1
年及以上;②注册护士;③临床一线工作。排除标准:

①外出进修学习;②护理部行政人员。本研究经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S172
号),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

参考相关文献,根据本研究目的进行设计,包括调查

对象所在科室、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工作年限、职
称等。②品格优势量表(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VIS-IS)。本研究采用杨鲁静[15]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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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量表。该量表分为6个美德集群24种品格

优势:智慧和知识(好奇心、热爱学习、判断力、创造

性、社会智慧、洞察力)、勇气(勇敢、毅力、正直)、仁
爱(仁慈、爱)、正义(公民精神、公平、领导力)、节制

(自我控制、谨慎、谦虚)和精神卓越(美感、感恩、希
望、灵性、宽恕、幽默、热忱)。每种品格优势有2个

条目,共48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
1分为非常不符合我,5分为非常符合我,总分240
分。各集群间用均分进行比较,均分越高,表明某项

优势越突出。VIA-IS中文版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7[15]。③组织认同问卷(Organizational
 

Identifi-
cation

 

Questionnaire,OlQ)。采用李轩[16]在2008年

汉化的中文版。问卷包含8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

合,总分40分,得分越高表示组织认同度越高。该

问卷已用于临床护士研究[17]。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857[16]。④工 作 绩 效 问 卷(Work
 

Per-
formance

 

Scale,WPS)。包括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2
个维度;任务绩效通过条目1~6进行评估,用来衡

量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和其他与工作本身相关的因

素;周边绩效通过条目7~11进行评估,衡量员工是

否在帮助同事主动解决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等[18]。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按照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予1~5分,总分55分,得分

越高,表明工作绩效的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问卷总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8。
1.2.2 资料收集方法 首先在征得调查对象所在医

院护理部同意后,由2名经过统一培训合格的调查人

员到各科室发放问卷。调查员使用统一规范的指导

语向调查对象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采用匿名方

式填写,问卷当场发放、回收。共回收问卷1
 

038份,
有效问卷1

 

034份,有效回收率99.6%。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SPSS22.0软件进行

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
分层线性回归分析。采用 Amos24.0软件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临床护士品格优势、组织认同与工作绩效得分

情况 1
 

034名 护 士 品 格 优 势 总 分 为(163.58±
16.28)分,得分率68.16%;其中智慧与知识优势集

群(3.25±0.38)分,勇气优势集群(3.58±0.41)分,
仁爱 优 势 集 群(3.30±0.56)分,正 义 优 势 集 群

(3.39±0.50)分,节制优势集群(3.37±0.40)分,精
神卓越优势集群(3.53±0.43)分。组织认同总分为

(34.82±5.57)分,得分率87.05%。工作绩效总分

为(45.54±6.44)分,得分率82.80%;其中任务绩效

(24.40±3.77)分,周边绩效(21.14±3.05)分。
2.2 不同特征护理人员工作绩效总分比较 见表

1。
表1 不同特征护理人员工作绩效总分比较(n=1034)

项目 人数
工作绩效总分

(x±s)
统计量 P

性别 5.802 0.016
 男 41 44.02±7.90
 女 993 45.60±6.37
年龄(岁) 11.112 <0.001
 18~ 149 43.21±6.59
 26~ 271 44.76±6.44
 31~ 457 46.04±6.28
 41~ 129 47.67±6.21
 50~60 28 47.46±4.84
工作年限(年) 12.396 <0.001
 1~ 268 43.60±6.42
 6~ 273 45.21±6.24
 11~ 366 46.36±6.37
 21~ 88 47.92±5.56
 31~40 39 48.10±4.80
职称 17.898 <0.001
 护士 216 43.25±6.70
 护师 434 45.34±6.31
 主管护师 376 46.99±6.07
 副主任护师 8 50.38±3.02
 及以上

文化程度 0.858 0.424
 大专及以下 53 45.62±6.10
 本科 938 45.48±6.50
 硕士及以上 43 46.54±6.44

2.3 护理人员品格优势、组织认同和工作绩效的相

关性 护理人员品格优势总分及其智慧与知识、勇
气、仁爱、正义、节制和精神卓越维度得分均与工作绩

效总分呈正相关(r 分别为0.449、0.465、0.374、
0.477、0.292、0.491、0.558,均P<0.001),组织认同

总分与 工 作 绩 效 总 分 呈 正 相 关(r=0.663,P<
0.001),护理人员品格优势总分与组织认同总分呈正

相关(r=0.494,P<0.001)。
2.4 临床护士工作绩效对品格优势、组织认同的分

层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VIF 均小于10,表明各变量

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第1层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以工作绩效为因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第2层放入组织认同,结果显示R2 变化量

为0.392;第3层放入品格优势,结果显示,R2 变化量

为0.066,见表2。
2.5 临床护士品格优势、组织认同与工作绩效的路

径分析 采用Amos24.0
 

软件构建以护士组织认同

为自变量,品格优势为中介变量,工作绩效为因变量

的结构方程模型,各项拟合指标χ2/df=5.116,
CFI=0.966,GFI=0.939,TLI=0.966,RMSEA=
0.063。除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大导致χ2/df>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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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各项拟合指标较好,说明本理论模型拟合可接

受。采用Bootstrap法自助抽取5
 

000次对模型进行

检验,结果如图1显示,组织认同对工作绩效的标准

化总效应为0.724,其中,直接效应0.532(95%CI
 

0.459~0.605)。临床护士的品格优势在组织认同和

工作 绩 效 之 间 起 到 部 分 中 介 作 用(间 接 效 应 为

0.193,95%CI 为 0.154~0.236),占 总 效 应 的

26.7%。
表2 工作绩效影响因素分层回归分析

自变量
方程1

β P

方程2

β P

方程3

β P
工作年限 0.148 0.002 0.041 0.253 0.032 0.346
职称 0.108 0.022 0.065 0.071 0.054 0.110
组织认同 0.642 <0.001 0.499 <0.001
品格优势 0.297 <0.001
F 31.910 <0.001 280.447 <0.001 274.268 <0.001

R2 0.058 0.450 0.516
调整R2 0.056 0.448 0.514

图1 品格优势中介效应结构模型图

3 讨论

3.1 三级甲等医院临床护士组织认同与工作绩效较

高,品格优势处于中等水平 ①组织认同。本研究结

果显示,临床护士的组织认同感现状较为积极,总分

为(34.82±5.57)分,得分率87.05%,高于黄慧敏

等[19]关于三级医院临床护士的研究结果,表明临床

护士愿意参与所在医院的事务,把医院的目标当作自

己的目标并关注医院的发展,对所在医院的归属感较

强。②品格优势。本次调查中,护士品格优势总分为

(163.58±16.28)分,得分率68.16%,表明本次调查

的临床护士品格优势处于中度水平,其中勇气和精神

卓越的均分较高,表明护士在面临反对的声音时,能
够运用意志力实现目标,做事有始有终,对工作与生

活充满活力和精力,对未来抱有希望,乐观积极,感激

美好的事物。智慧与知识的均分最低,说明临床护士

在创造力、好奇心、洞察力和好学等方面还需要加强,
这可能与临床工作压力较大,业余学习时间较少有

关。提示护理管理者在关注临床护士品格优势培养

时,多提供进修、教学、科研等学习机会[20],这对于提

高护士品格优势整体水平有重要意义。③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总分为(45.54±6.44)分,与吴晓雪等[21]的

研究结果一致。与周边绩效相比,临床护士的任务绩

效较高。任务绩效与护士的工作效率直接相关,它体

现了临床护士工作的熟练程度。较高的任务绩效不

仅表示了较高的整体护理水平,还能增加医院的经济

效益。而周边绩效是医院各部门人际沟通的润滑剂,
能够营造良好的组织沟通氛围,促进工作绩效。周边

绩效低可能与医院护理人力配置不合理有关,临床护

士工作压力大,难以去承担额外的工作,所以医院护

理管理者应保证人员配置合理,为科室内的知识交流

行为提供充足的时间。
3.2 临床护士组织认同可正向预测工作绩效,品格

优势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临床护士的组织认同、品格优势均能够正向预测工作

绩效,组织认同更高、品格优势更突出的个体,更愿意

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与宋美颖等[22]的研究

结果一致。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对组织有情感投入的

员工表现出更高的绩效、更低的缺勤率和更低的离职

意愿[23]。积极的品格优势可以作为护士负面情绪对

工作绩效结果的显著缓冲[24],它有助于鼓励护士坚

持他们的行动,从而产生良好的工作绩效结果。对组

织和个人的未来有强烈目标感和希望的护士能更好

地履行自己的护理任务[25],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和质

量。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品格优势在组织认同和

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

26.7%。Pan等[26]报告了积极的品格优势与组织认

同的相关性,并建议加强这种优势。品格优势的运

用,尤其是希望、热情、感恩等,能给个体带来各种积

极体验,这些积极的情绪能够提高临床护士对医院的

共同感或归属感,更愿意在工作中投入精力与能力,
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因此,改善护士的品格优势和组

织认同将对护士的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提示护

理管理者要将临床护士的品格优势和组织认同作为

提升工作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构建积极健康的护理

组织氛围,让护士更容易接纳其所在的组织,提升其

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27]。因此,建议采取有效的组

织认同和品格优势的干预方案如指导临床护士每日

睡前进行“三件好事”打卡[28]、开展品格优势讲座、开
展团建活动、提供在职培训、改善工作环境等,提高护

士对医院的忠诚度,引导和激发他们良好的品格优

势,最终提高工作绩效,实现医院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4 小结

本次研究显示,组织认同和品格优势可以正向预

测临床护士工作绩效,品格优势在组织认同和工作绩

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建议护理管理者结合医

院的实际情况,采取提升护士品格优势和组织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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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从而提升护士工作绩效,实现医院管理的可持

续发展。本研究结果为品格优势的中介作用改善工

作绩效提供了依据,本研究中工作绩效的测定方法为

自我报告,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倚,未来的研究可纳入

护理绩效质量数据、临床人员配置数据和护理结果

(如护理不良事件数据)等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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