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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Rodgers的演化概念分析界定护理专业价值观

李佳霖,李小寒

摘要:目的
 

基于Rodgers的演化概念分析方法澄清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为相关评价工具的制定及护理教育提供概念框架。
方法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CINAHL、Web
 

of
 

Science、Sage、Wiley,检索时限为

2012年1月至2022年6月。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归纳和总结。结果
 

最终纳入文献50篇,护理专业价值观的

演化过程可分为初探———实用意义、深入———内涵辨析、发展———结构探究3个阶段。其先决条件包括个人背景、专业认知、专业

教育、实践环境及伦理道德意识;属性包括人性(尊严、关怀、利他)、德性(责任、平等、正义、诚实)和理性(自主、能动);后果包括感

受、信念及行为。结论
 

明确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框架,为护理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核心概念基础,可作为开发相应测量工具和

教育框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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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based
 

on
 

Rodgers'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method.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CNKI,Wanfang,CBM,PubMed,CINAHL,Web
 

of
 

Sciences,Sage
 

and
 

Wiley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the
 

search
 

time
 

interval
 

was
 

from
 

January
 

2012
 

to
 

June
 

2022.
 

A
 

thema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code,
 

classify,
 

summarise
 

and
 

synthesise
 

the
 

material.
 

Results
 

In
 

the
 

50
 

articles
 

finally
 

included,
 

the
 

evolution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nitial
 

exploration-practical
 

meaning,
 

in-depth-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structural
 

exploration.
 

The
 

antecedent
 

consisted
 

of
 

personal
 

background,
 

professional
 

percep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environment
 

and
 

ethical
 

awareness;
 

the
 

attributes
 

included
 

humanity
 

(dignity,
 

care,
 

altruism),
 

morality
 

(responsibility,
 

equality,
 

justice,
 

honesty)
 

and
 

rationality
 

(autonomy,
 

agency);
 

the
 

consequences
 

included
 

feelings,
 

beliefs
 

and
 

behaviors.
 

Conclusion
 

Identify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
 

provides
 

a
 

core
 

conceptu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ethics,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measurement
 

tools
 

and
 

educational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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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护士会在2022年提出了“护士:以引领之声

加大护理投入,尊重护士权益,守护全球健康”的口

号[1]。为实现维护全球健康的目标,需要具备一流专

业素质和技能的护理人才,同时文化全球化还对护士

的专业信念和价值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护理专业

价值观是专业发展的核心[2],是整合学生评判性思维

和专业道德的重要概念[3],会影响护士对组织氛围的

感知[4]及伦理价值观[5],也是保证护理专业的服务质

量和实践标准[6]的关键。可见,对护理专业价值观进

行概念分析不仅能够明确其属性和特征,也可以分析

其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及构成,为护理专业价值观在

护士及护生群体中的发展和培养提供概念基础。但

目前对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研究较少,且均是以西

方视角下的护士伦理道德规范为基础,也未参考已有

的研究。因此,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仍需要进一

步探究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前因、属性和后果,为护理

教育和相关工具开发提供概念基础。本研究采用

Rodgers[7]的演化概念分析法,对护理专业价值观的

属性、前因、后果以及演化过程进行分析,从而形成护

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框架,为护理伦理教育和实践提

供理论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1.1.1 文献检索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

平台、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服 务 系 统、PubMed、CI-
NAHL、Web

 

of
 

Science、Sage、Wiley中英文数据库

进行系统检索。检索关键词为“专业价值观”“职业价

值观”“护理”“护士”“professional
 

values”“nurse”
“nursing”“nurs*”。使用的检索范围为标题、摘要和

关键词;根据每个数据库的检索特点设计检索策略。
发表时间为2012年1月至2022年6月;检索时间为

2022年6月;根据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手动检索该

领域内的经典文献。

1.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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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能够获得全文;研究对象为护士或护生;研究内

容能够提供与明确前因、属性、后果等相关的资料;文
献类型为综述、横断面研究、相关性研究、质性研究、
概念分析、系统评价。排除标准:重复发表的文献;编
辑信、社论、书评等;研究内容为测量工具的评价;未
经同行评审的研究。

1.2 资料收集和分析 将检索中重复的文献排除

后,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标题和摘要的阅读,
至少阅读2遍,删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对未达成

共识的文章,请第3位研究者审查。根据本研究设计

的文献资料提取表,对内容中针对相关术语、替代术

语、语境基础、属性、前因、后果和实践及理论定义进

行整理,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资料进行编码、分类、归纳

和总结。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文献2
 

717篇,删除重复

文献923篇、内容不符的文献1
 

732篇,双人独立阅读

剩余的62篇文献全文,剔除12篇(研究对象为医生、
编者来信、书评、无法获得全文、研究内容不符合纳入

标准),最终纳入50篇。研究对象为护生31篇,护士

19篇。英文文献36篇,中文14篇。

2.2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演化过程 ①第一阶段:初
探———实用意义。此阶段,护理学者及权威组织机构

开始尝试探究护理专业价值观对专业的实用意义,其
背景是护理人员对患者的义务及责任,更加强调对专

业内人员的约束。虽然专业价值观中的道德成分被认

为是专业中必须包含的美德和标准,但此时对专业价

值观定义并未完全依托于护理专业道德规范。②第二

阶段:深入———内涵辨析。此阶段,开始强调个人主义

背景下的价值观意义,将专业亚文化作为研究单位,探
讨专业价值观之间的优先性差异。对专业价值观的来

源及内涵进行探究,通过专业道德标准来反映服务对

象对专业人员的期望。③第三阶段:发展———结构探

究。此阶段,护理专业价值观的相关理论开始涌现,从
借鉴其他领域已形成的价值观模型或理论框架,到尝

试将护理专业价值观的结构进行分解,探究其与不同

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在护士及护生中专业价值观形

成过程及机制,构建相关理论及模型。此阶段也进一

步表明了现有的专业价值观内涵已经得到学者的普遍

认可,并趋于一致。此时的发展重点是在专业社会化

过程中,对假设的专业价值观的显性或潜在的形成机

制的构建及验证。概念演化过程具体见表1。
表1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演化过程

阶段 年份(年) 作者 内容

第一阶段:

初探———

实用意义

1985 Murphy[8] 尊重他人并且能够向服务对象提供自主决策权、为患者的利益做事、避免和防止

对患者的伤害、实事求是、保密和隐私、保持信任、信守承诺、公平待人

1985 美国护士协会[9] 护理专业的基本价值观包含11条,涵盖尊严、隐私保护、责任、专业发展、护理质

量、公众保健等方面

1987 Schwartz等[10] 价值观是相对稳定的信念,是指导人生目标和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一般性行为活动

1989 Frankel[11] 专业价值观是在专业选择中,作为塑造群体身份、原则和信仰的价值观

1995 Wilmot[12] 护理专业价值观中4种表现形式,即道德守则中的价值观、专业知识中所体现的

价值观、专业文献中的价值观以及从业者行为中反映的价值观

1998 Bergman[13] 价值观是稳定和持久的信念,通常需要长期的社会化及教育才能被改变
第二阶段:

2002 Altun[14] 护理的主要价值观是美学、利他主义、平等、自由、人的尊严和真理

深入———

内涵辨析

2002 Weis等[15] 提出了描述教育、专业服务及专业价值观的发展模型,其中专业价值观的内涵包

括照护、责任、诚信、信任、自由、安全和知识

2005 Fahrenwald等[16] 护理的核心专业价值观包括人类尊严、正直、自主、利他主义和社会正义

2008 Shaw等[17] 利他主义、自主、人的尊严、正直和社会公正在内的护理专业核心价值观最为重要

2011 邱娴等[18] 护理专业价值的内涵包括4个方面,即专业伦理、专业品质、专业认知和专业情感

2011 史文文等[19] 以关怀照顾、利他主义、正直、行动主义和专业主义为专业价值观的维度构建评价工具

2012 国际护士会[1] 护理专业价值观包括美学、利他主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正义和真理

2018 Schmidt等[20] 护理专业价值观是重要的专业护理原则,包括人的尊严、正直、利他主义和公正,

并作为标准、专业实践和评估的框架

第三阶段:

发展———

结构探究

2016 Moyo等[21] 构建了医疗保健从业者的个人及专业价值观,建立了11项医疗保健从业者的价

值类型

2017 Elliott等[22] 将护理专业价值观进行了分类,形成了以他人为导向的专业价值观和以自我为导

向的护理专业价值观

2019 Kaya等[6] 构建了护理专业价值观模型,包括个人价值观、护理专业价值观、护理质量三部分

2021 Sastrawan等[23] 探究了专业价值观形成的3个阶段(实现价值观、制定价值观及社会化价值观)

·6·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Aug.
 

2023 Vol.38 No.16



2.3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先决条件

2.3.1 个人背景 个人价值观、文化、性别、学历、工
作年限、年龄、婚姻状况、职位等个人社会背景因素可

对专业价值观产生影响[24],但不同研究中存在较大差

异。本研究针对个人背景中较为突出的3个因素进

行阐述。①个人价值观:2016年Jiménez-Lopez等[25]

探究了个人价值观和专业价值观在跨代际护理人员

之间的变迁,发现个人价值观会影响并伴随专业价值

观的形成。个人的成长背景,所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水

平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均会对其所认为重要的价值观

进行重新排序。②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护生其专业

价值观的认知存在差异,在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下,
其所接受的教育及成长的文化环境较为相似,对其专

业价值观的影响并不显著[26],但中国与菲律宾的护

生[27],与非洲护士[28]的专业价值观差异则较为显著。

③性别:学者发现女性护生的专业价值观得分高于男

性[29]。Schmidt等[30]访谈了部分男护生,发现其更关

注关怀和患者至上的专业价值观。由于护理专业价

值观中的关怀与女性角色的特点存在关联,对专业角

色的认知会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2.3.2 专业认知 Tuna等[31]的研究发现,专业价值

观与照护角色存在相关,且护士对角色认知的水平可

以部分预测专业价值观。当个体对专业中所学知识

与技能及未来实践情境有充分的认识时,才能明确此

角色背后赋予的责任和使命,才能对指导其临床护理

实践行为的专业价值观有所感知。

2.3.3 专业教育 教育已经被认为是专业价值观形

成过程中的基础。Kavradim等[32]发现三年级护生的

得分明显高于一年级,然而,杨杰文等[33]却发现四年

级得分低于一年级。可见,并不是随着年级的增加、
教育的累积就会实现专业价值观的提升,其具体的作

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同时,临床实践教育是专

业价值观发展中的重要教育形式[34]。

2.3.4 实践环境 护理实践环境是专业价值观形成

的必备的专业情境。不同阶段的护理专业相关人员

其专业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差异,且其影响因素

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异。Poorchangizi等[35]发现

护生对专业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得分显著高于临床

护士。伦理氛围在护理实践环境中对专业价值观的

感知产生了作用[36]。对于护生来说,其处在专业价值

观的内化初期,当其在护理实践环境中接触到或亲身

体验过不符合专业价值观的实践行为时,护生可能会

产生专业角色定位模糊,无法在临床教育环境中获得

积极的职业榜样支持,对专业价值观的内化产生了阻

碍作用。

2.3.5 道德伦理意识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内涵来自

于护士伦理道德规范[9]。Aydn等[5]发现,当教师对

护生的伦理倾向有充分认识时,将更容易培养其专业

价值观。刘伟等[37]发现,精神科护士的专业核心价值

观与人文执业能力呈正相关。而且,对临床情境中伦

理问题的察觉和自身行为可能产生的道德影响的判

断来自道德敏感性,专业价值观与道德敏感性存在相

关。

2.4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属性 对专业价值观属性的

研究均是从美国护士协会的护理职业伦理道德规范

开始。如 Kaya等[6]2019年开发的护理专业价值观

模型中阐述了对专业价值观的理解,Schmidt等[20]在

2018年对护理专业价值观进行了概念分析,Elliot
等[22]将护理专业价值观概括为以他人为导向和以自

我为导向的护理专业价值观。故将专业价值观的属

性分为以下3个主题。①人性:体现了护理专业价值

观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强调人的存在价值与专

业之间的互动。护理人员的一切职业实践活动均是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原则,减少疾病对人的发展的阻

碍。专业价值观中的人性体现在维护人的尊严、表达

关怀、遵循利他原则。②德性:是指护理专业价值观

中所体现的道德品质,所表达的道德信念,所展现的

道德形象。在护理实践中,专业价值观可以为其在面

对生命伦理困境时给予其道德指向,并通过履行责

任、捍卫平等、维护正义、诚实待人在实践活动中表达

专业价值观。③理性:体现在针对护理专业本身的发

展和存在内涵给予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在护理

专业价值观中,护理从业者和学习者需要积极参与护

理领域相关的活动,促进理论成果在实践的转化,积
极参与到与公共卫生健康政策制定的相关活动中,扩
大专业影响力,将价值观中的行动主义进行彻底的阐

释。

2.5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后果 ①感受:护理专业价

值观会影响不同群体对职业生活和专业的感受。Hui
等[38]发现,专业价值观以共情为中介影响中国护士的

职业生活,专业价值观对护生的专业满意度也会产生

正向影响[39]。当个体对专业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予

以深刻理解后,其对专业未来的发展给予个体信任,
对未来从事该职业充满信心,专业认同感也会随之增

加。②信念:专业价值观会使得护理从业者提高对自

己是否在某情境中成功地完成某个行为或工作的信

念。Dellafiore等[40]发现,专业价值观和自我效能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价值观本身是对客观事物的价

值判断原则和信念,在专业价值观中,其影响个人与

专业相关的信念,如张琳[41]发现专业价值观与学习动

力也存在相关,使得护士对护理专业的学习兴趣通过

专业价值观获得动力,不断完善其理论知识与实践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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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③行为:专业价值观为临床护理实践行为提供行

动指南,并指导护士及护生给予患者及其家属基于价

值观的专业照护。田秋菊等[42]发现,高职护生职业价

值观与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呈正相关,可能指导其临床

实践行为。护理专业价值观会指导从业者及学习者

的行为,此行为既包括临床实践行为,即强调在专业

价值观指导下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实践活动;还包

括职业发展行为,可能在专业价值观缺失或遭受严重

打击的情况下,表现出离职行为,与此同时,在专业价

值观得到充分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更为

强烈的留职意愿。

2.6 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替代术语 目前,我国对专

业价值观的术语使用存在较大差异,如护理职业价值

观和护理专业价值观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处在

混用,其英文均是“Nursing
 

Professional
 

Values”,但
对其理解却存在分歧,护理专业价值观更为广泛,其
所适用的范围为护理从业者群体,关注的是护理专业

中价值观的内涵,而护理职业价值观针对的是已经成

为护理从业者群体一员的个体对职业的看法,更加关

注个人价值和职业追求[43]。

3 讨论
目前针对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大部分研究为观察

性研究,仅关注护士或护生目前的专业价值观水平,
并未对其含义进行深入探究,本研究采用Rodgers的

演化概念分析澄清了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内涵,强调其

动态性的演化过程,形成了护理专业价值观的概念框

架,具体见图1。

图1 护理专业价值观概念框架

  本研究发现护理专业价值观的先决条件起到综

合的影响,单独一个前因无法解释其存在的前提。如

Sibandze等[44]发现具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注册护士

对护理专业价值观的认 识 和 理 解 更 强,但 Martin
等[45]却得出相反的结果。可能因为专业价值观的前

因中各因素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混杂因素较多,单一

变量较难得出准确结果。因此,在专业价值观的先决

条件中,任何人不可能脱离个人价值观去发展专业价

值观。先决条件为专业价值观能够在护理专业从业

者和学习者的价值体系中得以形成提供了基础。个

体带着来自社会文化的个人价值观进入护理专业后,
接受了恰当的专业教育,并具有一定的临床护理实践

经历后,会开始反思其实践中存在的职业道德伦理相

关的问题,专业价值观就由此开始不断形成,并使得

其在职业中的感受、信念和行为发生变化。护理专业

价值观的后果在护理从业者和学习者之间存在较大

的差异,但其本质的结果是相同的,均会加强其职业

认同,改变临床实践行为以使其更符合专业价值观的

内涵和特征。

4 结论
护理专业价值观是护理从业者和学习者群体中

所接受的具有人性、德性和理性特征的护理专业实践

标准和规范,可以指导其临床护理实践活动中与专业

相关的感受、信念和行为。所形成的护理专业价值观

的概念框架,可以充分展示专业价值观的纵向发展过

程,明确现有研究中护理专业价值观与其他各变量之

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开发更为科学的测量工具提供支

持框架,对护理专业价值观在护理教育及临床护理实

践中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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