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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临床归属感量表对214名规范化培训护

士进行调查,并通过目的抽样法对其中12名护士就临床归属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半结构访谈。结果
 

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归属感

总分为132.00±16.83;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资福利满意度、休息时间及方式满意度是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归属感的

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质性研究提炼出临床归属感的4个影响因素:职业价值及个人成就感,科室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

系,规培阶段的职业规划,培训医院的声誉。结论
 

规范化培训护士临床归属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建议护理管理者根据影响因素

采取针对性管理措施,以提升规范化培训护士的临床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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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nurses
 

who
 

participate
 

in
 

a
 

standardized
 

training
 

program
 

and
 

to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214
 

nurses
 

on
 

standardized
 

training
 

program
 

were
 

surveyed
 

using
 

a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naire
 

and
 

the
 

Belongingness
 

Scale-Clinical
 

Placement
 

Experience.
 

Additionally,
 

12
 

nurses
 

were
 

purposively
 

selected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belonging-
ness

 

amo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was
 

132.00±16.83.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atisfaction
 

with
 

salary
 

and
 

welfare,
 

as
 

well
 

as
 

satisfaction
 

with
 

leisure
 

time
 

and
 

patterns,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elongingness
 

amo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both
 

P<0.05).
 

The
 

qualitative
 

study
 

identified
 

fou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elongingness:sense
 

of
 

professional
 

value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
 

work
 

atmospher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workplace,
 

career
 

planning
 

dur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and
 

reputation
 

of
 

the
 

training
 

hospital.Conclusi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was
 

at
 

a
 

moderate
 

to
 

high
 

level.
 

It
 

is
 

recommended
 

that
 

nursing
 

managers
 

adopt
 

targeted
 

management
 

measures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nhance
 

belongingness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Key

 

words:
 

nurse; standardized
 

training; sense
 

of
 

belonging; professional
 

value; personal
 

achievement; work
 

atmosphe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career
 

planning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护理部
 

2.综合内科
 

3.金银湖院区(湖北
  

武汉,
 

430022)
袁淑蕾:女,硕士,主管护师

通信作者:熊莉娟,xhxlj@hust.edu.cn
科研项目:湖北省财政专项基金项目(08.01.23006);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药技护基金项目(F016.01003.22003.157)
收稿:2023 03 30;修回:2023 06 10

  规范化培训是指护理专业院校毕业的新护士在

入职初期接受符合临床实践标准的理论知识和临床

技能的专业化培训[1-2]。各大医院借鉴规范化培训医

生的模式,探索出一种新的护士培训模式及用工方

式,即护生在完成医学院校基础学业后,以规范化培

训护士(下称规培护士)的身份进入医院进行2年的

规范化培训,再根据培训结果,双向选择是否留院工

作[3]。因此,发生身份变化的规培护士是值得探讨的

一个新兴群体。临床归属感是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

在工作环境中被群体接纳、关注等需要得到满足所引

发的感觉[4]。提高护理人员的临床归属感有利于降

低其离职率,提升临床护理质量[5]。规培护士既非纯

粹的学生,又非规培医院正式的在职员工,培训结束

后需要再次择业,这样的处境可能导致其临床归属感

降低,容易产生倦怠、工作效率低等负面影响[6]。探

索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制定针对

性管理措施。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报道实习护生的

临床归属感[7],或仅采用量性研究调查规培护士的临

床归属感[4]。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中的聚敛式设

计[8],同时收集质性、量性资料,获得更全面的影响规

培护士临床归属感的因素,以期制定完善的护理人力

资源管理策略,提升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①量性研究。于2021年10-11月整群

抽取我院规培护士。纳入标准: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士执业证书;入培时间≥3个月;自愿参加,知
情同意。排除规范化培训期间事假/病假累计≥30

 

d
者。本研究最终有效调查规培护士214人,男25人,
女189人;

 

年龄21~24(21.82±0.92)岁。调查时规

培科室:外科70人,儿科7人,妇产科14人,急诊科8
人,门诊5人,内科57人,ICU

 

14人,综合科9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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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室19人,肿瘤科11人。婚姻状况:未婚212人,已
婚2人。②质性研究。2022年1-3月,从前期参与

量性研究的规培护士中,采用最大差异抽样,选取来

自不同科室的规培护士为访谈对象,样本量以资料饱

和,不再析出新的主题为原则。本研究最终访谈规培

护士12人(编号 N1~N12),男1人,女11人;年龄

21~24(22.83±1.03)岁。均未婚。2020年9月及

2021年6月入职各6人。访谈时规培科室为麻醉科、
胃肠外科、ICU、胸外科、手术室、神经内科、妇产科、
血液科、急诊科、儿科、肿瘤科和综合科各1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小组

自行设计,调查规培护士当前所在科室、性别、年龄、
入职时间、是否为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夜班频次、工
资福利满意程度、休息时间及方式的满意程度。②临

床归属感量表(Belongingness
 

Scale-Clinical
 

Place-
ment

 

Experience,
 

BES-CPE),采用田靖等[9]汉化的

中文版量表测量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包含自尊

(15个条目)、沟通(11个条目)、效能(8条条目)3个

维度,共3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不

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赋1~5分,总分34~170分。
得分越高意味着归属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
1.2.2 访谈提纲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设计。根据

研究目的查阅相关文献,咨询专家意见初步拟定访谈

提纲,预访谈2名规培护士后确定访谈提纲:您或者

您的家人对护士这个职业有什么看法? 规培期间,您
感觉被规培医院及科室接纳和关注吗? 您认为哪些

因素促进或阻碍您的临床归属感? 您目前工作的科

室氛围如何? 请描述一下您期望的理想规培护士工

作环境是怎样的?
1.2.3 资料收集方法 ①量性调查部分依托“问卷

星”网络平台进行调查,规培护士根据自愿原则填写,
问卷全部选项为必答,填写完整方可提交。共回收问

卷235份,经双人核对,剔除答题时间<3
 

min或任一

量表规律作答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14份,有效回收

率91.06%。②质性研究访谈前向访谈对象承诺访

谈的保密性原则和访谈资料的科研性用途,以自愿原

则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半结构化深入访谈,访谈地

点选择安静的教室,时间以受访者方便为主。每次访

谈约30
 

min,访谈全程录音,采用各种沟通技巧深入

访谈,并注意观察和记录访谈对象的非语言信息。
1.2.4 资料分析方法 量性资料应用SPSS26.0软

件进行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和多元线性

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质性访谈资料

于访谈结束24
 

h内转录为文本,由2名研究者采用

内容分析法[10]分析资料。

2 结果
2.1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评分 见表1。

  表1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评分(n=214) 分,x±s
项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自尊   15 56.99±7.40 3.80±0.49
沟通   11 41.91±6.36 3.81±0.58
效能   8 33.09±4.02 4.14±0.50
临床归属感 34 132.00±16.83 3.88±0.49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总分比较

 见表2。
表2 不同人口学特征规培护士临床

归属感总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性别 2.129 0.034
 男 25 138.68±16.58
 女 189 131.12±16.70
入培时间 0.457 0.648
 2020年 66 132.79±16.16
 2021年 148 131.65±17.16
独生子女 0.710 0.478
 是 77 133.09±17.35
 否 137 131.39±16.56
夜班频次 2.556 0.056
 无夜班 37 131.54±14.51
 每周1次 73 134.82±16.11
 每周2次 89 131.57±14.97
 每周2次以上 15 121.93±29.52
工资福利满意度* 7.450<0.001
 不满意 39 122.59±18.66
 一般 139 133.32±15.22
 满意/非常满意 36 135.39±16.70
休息时间及方式满意度 6.726<0.001
 不满意 26 122.54±17.62
 一般 118 131.08±15.65
 满意 60 135.48±16.71
 非常满意 10 146.60±15.36

  注:*满意33人,非常满意3人。

2.3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以临床归属感总分为因变量,表2中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α入 =
0.05,

 

α出=0.10。结果显示,工资福利满意度(不满

意=1,一般=2,满意/非常满意=3)和休息时间及方

式满意度(不满意=1,一般=2,满意=3,非常满意=
4)是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3。

表3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214)

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112.331 4.110 27.352 <0.001
休息时间及方式 4.552 1.762 0.201 2.593 0.010
工资福利满意度 4.710 2.041 0.183 2.310 0.022

  注:R2=0.105,调 整 R2=0.097;F=12.376,P<
0.001。

·56·护理学杂志2023年9月第38卷第18期



2.4 质性研究结果

提炼出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以

下4个方面。
2.4.1 主题一:职业价值及个人成就感 自我实现

是人类最高层次需求,它的满足会促进个体健康成长

并激发强烈的成长欲望。受访者表示在规培期间感

受到护理职业的高尚及被需要的成就感,增进了对护

理职业的热爱及归属感。N3:“住进监护室的都是危

重患者,工作很累、压力也特别大,当我和同事们将生

命垂危的患者抢救回来,那一刻带给我强烈的价值感

和周围同事对我的认可。”N8:“经历了新冠疫情,我
觉得公众更加肯定护士职业的社会价值。”N9:“工作

中经常要应对各种烦琐复杂的护患矛盾和突发情况,
锻炼了我的沟通能力、应急能力。”
2.4.2 主题二:科室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 科室的

氛围与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对规培护士成长和职业发

展非常重要。受访者表示得到管理者及同事的认同,
让其觉得自己是科室的一份子,具有归属感。N4:
“好的科室氛围能够加速融入团队,护士长的倾心指

导、同事间的互相帮助,使我进步很快。”N6:“轮转到

新的科室,陌生的工作环境让我有压力,但是融洽的

科室氛围使我很快适应,成为科室的一员。”
2.4.3 主题三:规培阶段的职业规划 部分受访者

表示所在规培医院严谨的培训考核体系,提升了他们

的职业技能。医院提供的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使受

访者在工作中更具目标感和归属感,并期待成为规培

医院的正式员工。N10:“护理职业比较稳定,发展前

景好,医院有规范的培训体系,给了我们不断学习进

步的机会。”N5:“在这里使我对科研产生浓厚的兴

趣,希望能够继续在这里学习,在护理科研方面有所

发展。”
2.4.4 主题四:规培医院的声誉 受访者表示规培

医院良好的社会声誉是影响其临床归属感的因素。
N2:“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不错,是我选择这所规培医

院的原因。”N7:“家人朋友们为我在这所医院规培感

到骄傲,让我努力工作争取留下来。”

3 讨论
3.1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规培

护士临床归属感条目均分(3.88±0.49)分,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与相关研究结果[11]相似。3个维度中,效
能条目均分最高,说明规培护士经过规范的院校护理

教育及临床实习后,在处理临床事务方面有一定的信

心并能从容应对,良好的工作效能有助于护患关系和

谐,对护理工作产生积极影响;自尊条目均分最低,护
士自尊受多方面压力影响,当护士工作能力得不到认

可、无法与周围同事融洽相处、现实工作环境与预期

差距较大等都会导致自尊受挫,甚至离职[12]。鉴于

此,管理者和带教老师面对规培护士,应当积极鼓励

并带动其参与科室活动,让其感受到自己被同事关

注、关心,在工作中,进一步帮助其提升其护理专业能

力和认知,得到医生、护理同事、患者的认同,进一步

提升规培护士自尊水平。
3.2 优化规培护士绩效管理及人力资源配置 量性

研究中,薪酬待遇满意度是影响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

的因素(P<0.05),本研究对薪资待遇满意/非常满

意人数占比为16.82%。研究表明,虽然新护士具备

执业资格,但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学习才能独立

上岗,医院通常会减少新护士入职初期的薪酬,造成

工作强度和薪酬不匹配,影响其满意度[13]。管理者

可通过规培护士的考勤、工作表现制定相应的考核标

准,优化奖励机制。并借鉴住院医生规培经验,促进

规培护士管理制度的不断成熟和完善[14]。休息时间

及方式满意度也是临床归属感的影响因素(P<
0.05)。本研究26名规培护士表示对休息时间及方

式不满意,这可能与综合性医院高强度工作状态、突
发应急事件多有关。新护士日常工作负荷较重,且要

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相关培训,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对
承担的工作量、休假的满意度与规培的满意度呈正相

关[15]。临床工作繁重,在培训时间上尽量满足大部

分人员的需求,培训时长不宜过长,以免造成学员学

习效率下降。可采用网络平台等工具辅助培训,让规

培护士弹性安排培训时间及地点,达到有效培训的目

的[16]。建议医院管理者关注规培护士的工作压力和

个体感受,通过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合理安排规培护

士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及时予以组织支持,提升其

临床归属感。
3.3 提升岗位胜任能力,形成积极向上的职业价值

 本研究发现,同事的认同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肯定

是规培护士获得归属感的动力。护理管理者应重视

和肯定规培护士在工作中的付出和职业价值,加强其

在护理团队中的互联感。入职初期的规培护士所学

的理论知识与临床护理实践不能完全匹配,仅有工作

热情和责任心难以胜任临床护理工作[17]。管理者和

带教老师应根据规培护士的心理水平和工作能力,从
临床能力、职业素养、人际沟通能力、科研能力等方面

进行培训及帮带支持[18]。医院层面可以通过树立优

秀标杆,举办以岗位胜任能力为评优标准等活动,提
高规培护士的积极性。访谈发现,规培医院的良好声

誉增进规培护士的归属感,建议管理者将思政建设贯

穿规培的全过程[19],组织规培护士参与医院的各类

活动,引导其从医院的发展及优秀前辈的奋斗历程中

汲取智慧,邀请护理专家和结业的规培学员结合时代

发展分享个人成长经历,搭建交流平台,帮助规培护

士减少入职初期的迷茫感,鼓励其从护理日常工作的

实践意义中寻找工作的归属感,激发他们对护理职业

的自豪感与荣誉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及优质护理

服务的意识[20]。
3.4 营造温馨的工作氛围及和谐的人际关系 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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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规培护士受雇于派遣机构,又被派遣到培训医院

工作,使得他们更渴望得到培训医院的组织认同和关

心,希望有更多的留院机会。通常情况下,员工对自

身身份的认同与归属感呈正相关。新入职护士普遍

存在较大的心理应激及压力,具有关爱和支持性的社

会关系对个体有正向影响[21]。组织的支持与关怀、
温馨愉悦的科室氛围必然会增强规培护士对工作单

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2]。建议管理者从积极心理学

的角度,增加对规培护士的关怀,通过座谈会、访谈

法、培训日记等了解规培护士的心理动态和规培需

求,为规培护士的工作、生活、培训提供保障支持。
3.5 关注规培护士职业成长培训 良好的职业生涯

管理有利于发掘员工潜能,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23]。从访谈中可知规培护士参加培训最主要的动

机是就业需求,对规范化培训在今后成长过程中的重

要性认识不充分。工作初期,规培护士的职业生涯规

划处于萌芽状态,可塑性强。但其往往难以深入剖析

自身能力的优势与劣势,推断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
护理管理者可以在规范化培训过程中,提高规培护士

对临床、科研、教学、管理4条职业发展路径的认知

度。根据规培护士的发展特点、护龄、心理状况及规

培阶段工作特性等进行全面评价,帮助他们探索适宜

的职业发展路径。管理层面建立和完善相关组织制

度,为规培护士提供发展空间,提供多途径、分阶段的

进修培训和深造机会,帮助其了解护理学科动态。护

士规范化培训和护士职业生涯规划是护士入职的必

经之路,将二者相结合能更好地将医院发展目标与护

士个人目标相互联系并协调一致,有利于提升规培护

士组织归属感,以更高的热情和精力投身于护理工

作。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其影响因素包括规培护士对工资福利的满意

度、对休息时间及方式的满意度、职业价值及个人成

就感、科室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规培阶段的职业

规划、培训医院的声誉。从归属感的角度重新审视规

培护士的培训经历,根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改进

措施,有利于提升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及规培质

量。本研究仅选取武汉市1个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规

培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建议今后扩大样本量,纳入不

同地区、不同等级医院的规培护士,提高研究结果的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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