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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士工作繁荣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选取合肥市4所三甲医院269名

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繁荣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工作重塑量表、上级发展性反馈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护士的工作繁荣条目总分为(51.65±10.24)分,工作繁荣与心理资本、工作重塑、上级发展性反馈呈正相关(均P<0.05)。上级

发展性反馈可直接影响工作繁荣(β=0.287),亦可通过工作重塑、心理资本间接影响工作繁荣(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1.32%)。
结论

 

护士工作繁荣处于中等水平,医院管理者可以考虑从促进上级发展性反馈、提升护士工作重塑和心理资本水平方面着手,提
高护士的工作繁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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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riving
 

at
 

work
 

among
 

nurs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A
 

total
 

of
 

269
 

nurses
 

in
 

4
 

grade
 

A
 

hospitals
 

in
 

Hefei
 

city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s.
 

They
 

were
 

surveyed
 

with
 

a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the
 

Thriving
 

at
 

Work
 

Scal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the
 

Job
 

Crafting
 

Questionnaire,
 

and
 

the
 

Superi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Scale.
 

Results
 

The
 

nurses
 

scored
 

(51.65±10.24)
 

points
 

in
 

thriving
 

at
 

work,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job
 

crafting,
 

and
 

developmental
 

feedback
 

from
 

superiors
 

(all
 

P<0.05).
 

Developmental
 

feedback
 

from
 

superiors
 

could
 

directly
 

affect
 

thriving
 

at
 

work
 

(β=0.287),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thriving
 

at
 

work
 

through
 

job
 

crafting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direct
 

effects
 

accounting
 

for
 

61.32%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Nurses'
 

thriving
 

at
 

work
 

is
 

at
 

a
 

medium
 

level.
 

Hospital
 

managers
 

can
 

consider
 

promoting
 

developmental
 

feedback
 

from
 

superiors,
 

and
 

improving
 

nurses'
 

job
 

crafting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uplift
 

nurses'
 

thriving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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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护理工作节奏快、负荷重、压力高,护士极易

在工作中产生负面情绪,影响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

度[1]。因此,设法改善护士的不良工作状态,使他们

保持 旺 盛 的 活 力 是 护 理 管 理 者 密 切 关 注 的。

Spreitzer等[2]指出,工作繁荣是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

验到活力和学习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个体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指标。活力代表个人在工作中积极和热

情的状态,而学习代表获得和利用知识和技能的能

力。高工作繁荣个体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充实自我,能
够保持旺盛的活力,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和工作倦

怠[3],提升工作绩效和满意度[4-5]。根据工作繁荣的

社会嵌入模型[2],组织情境因素、工作资源和动因性

工作行为是影响个体工作繁荣的三大因素。上级发

展性反馈作为员工所处的组织情境因素,是指上级领

导为员工提供帮助其学习、发展和改进工作的有价值

的信息[6-7],能够激发员工形成积极的工作态度[8]。
同时,员工接受来自上级的发展性反馈会促进其工作

重塑行为[9]。工作重塑是指员工根据自身需求,重新

界定和塑造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及他们在工作之间的

关系,以获得更高工作意义感的活动,是一种主动性

工作行为[10]。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完成既定任务和

取得成功结果时所需要的积极心理状态,是一种工作

资源,有助于实现工作目标和提高绩效[11-12]。目前国

外对工作繁荣已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国内相关研究

处于起步阶段,且研 究 人 群 为 企 业 员 工[13-14]和 教

师[15-16]。因此,本研究以社会嵌入模型为框架,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重塑和心

理资本对护士工作繁荣的影响机制,以期帮助临床管

理者改善护士工作状态,提高护理管理效能。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3年3-4月便利选取合肥市4所

三级甲等医院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取

得护士执业证书,工作≥1年;②知情同意且自愿参

加本研究。排除标准:轮转、实习、进修护士。根据结

构方程模型对样本量的要求:样本量需大于200,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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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10%的样本无效率,最小样本量为223。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职称、聘用方式、婚姻状况、工作年

限、每月夜班数。②工作繁荣量表。由Porath等[17]

编制,韩翼等[18]汉化修订。包括学习(5个条目)和活

力(5个条目)2个维度。采用Likert
 

7级评分,从“非
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1~7分,其中条目4
和条目8为反向计分条目。总分为10~70分,分值

越高,表明工作繁荣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857。③心理资本量表。由

骆宏等[19]对Luthans等[20]编制的心理资本问卷进行

汉化修订而来,包括自我效能(6个条目)、希望(6个

条目)、韧性(5个条目)和乐观(3个条目)4个维度。
采用6级评分,1~6分代表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

同意”。总分20~120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资本水

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8。④工作重塑量表。由Slemp等[21]编制,蒙
艺[22]汉化。分为任务重塑、认知重塑、关系重塑3个

维度,每个维度均含5个条目,共15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由“从不”至“每天”依次计1~5分。
总分15~75分,得分越高代表工作重塑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952。
⑤上级发展性反馈量表。由Zhou[23]2003年开发,为
单维度,包括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1~5
分代表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

明上级发展性反馈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45。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制作电子问卷,限每

个IP地址仅能填写1次。征得目标医院护理管理者

同意后,请其将电子问卷发放至护士微信群。问卷卷

首设置统一指导语,说明本调查的目的、内容、意义及

填写注意事项。遵循自愿原则,所有填写者视为其已

知情同意,中途可随时退出调查。最终回收问卷333
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及规律作答问卷64份,回收有

效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80.78%。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和 Amos28.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

用(x±s)描述,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比描述;上级发

展反馈、工作重塑、心理资本和工作繁荣之间的相关

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采用 Amos28.0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使用方差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拟

合。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护士的一般资料 269名护士中,男6名,
女263名;年龄<26岁11名,26~<31岁56名,
31~40岁167名,>40岁35名;中专2名,大专35
名,本科231名,硕士1名;护士18名,护师133名,

主管护师113名,副主任护师及以上5名;聘用方式

为在编27名,非在编242名;未婚42名,已婚223
名,离异及其他4名;工作年限1~<4年8名,4~<
11年103名,11~<21年132名,≥21年26名;每月

夜班数≤4个98名,5~9个112名,≥10个59名。
2.2 护士工作繁荣、心理资本、工作重塑、上级发展

性反馈得分情况 见表1。
表1 护士工作繁荣、心理资本、工作重塑和

上级发展性反馈得分(n=269)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工作繁荣 51.65±10.24 5.16±1.02
 学习 26.97±5.07 5.39±1.01
 活力 24.68±6.04 4.94±1.21
心理资本 88.66±17.65 4.43±0.88
 自我效能 27.00±5.47 4.50±0.91
 希望 26.20±5.44 4.37±0.91
 韧性 22.12±4.69 4.42±0.94
 乐观 13.33±3.22 4.45±1.07
工作重塑 52.43±10.55 3.50±0.70
 任务重塑 17.38±3.69 3.48±0.74
 认知重塑 17.63±4.03 3.53±0.81
 关系重塑 17.42±3.71 3.48±0.74
上级发展性反馈 11.49±2.84 3.83±0.95

2.3 护士工作繁荣与心理资本、工作重塑及上级发

展性反馈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工作繁荣得分与心理资本、工作重塑、上级发展性

反馈得分均呈正相关关系(r=0.669、0.667、0.567,
均P<0.001)。
2.4 护士工作繁荣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2.4.1 模型构建 根据工作繁荣的社会嵌入模型,
以上级发展性反馈为自变量,工作重塑、心理资本为

中介变量,工作繁荣为因变量,构建护士工作繁荣影

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各项拟合优度指

标: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2.676,近似误差均方

根(RMSEA)=0.079,
 

拟 合 优 度 指 数(GFI)=
0.941,校正拟合优度指数(AGFI)=0.892,规范拟合

指数(NFI)=0.971,比较拟合指数(CFI)=0.981,
增值拟合指数(IFI)=0.982。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

达适配标准,假设路径均成立。
 

2.4.2 路径结果 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工作繁荣具有

直接正向效应(β=0.287,P<0.05),并通过上级发

展性反馈→工作重塑→心理资本→工作繁荣(β=
0.604×0.774×0.369=0.172)、上级发展性反馈→
工作重塑→工作繁荣(β=0.604×0.352=0.213)、上
级发展性反馈→心理资本→工作繁荣(β=0.190×
0.369=0.070)3条路径产生间接效应,间接效应占

总效应的61.32%;工作重塑对工作繁荣具有直接正

向效应(β=0.352,P<0.05),并通过心理资本产生

间接效应(β=0.774×0.369=0.286);心理资本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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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繁荣具有直接正向效应(β=0.369,P<0.05),各
变量影响的效应分解见表2。

图1 工作繁荣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2 护士工作繁荣影响因素的效应分解

模型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繁荣 0.287 0.455 0.742
工作重塑→工作繁荣 0.352 0.286 0.638
心理资本→工作繁荣 0.369 0.369

3 讨论

3.1 护士工作繁荣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

作繁荣条目均分为(5.16±1.02)分,处于中等水平,
与朱礼敬等[24]对护士群体的研究类似,低于教师群

体[25](5.94±0.63)和企业员工[13](5.42±0.82)。分

析原因,可能因为临床护士工作负荷重、压力大、工作

家庭冲突明显、薪资待遇和社会认可度偏低,诸多因

素导致护士在工作中产生负面情绪和倦怠感,消耗工

作热情,降低学习积极性[26]。本研究中,学习维度得

分高于活力维度,可能因为本次调研对象均来自三甲

医院,医疗护理质量要求高,各种考核检查频繁,护士

必须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医院的高标准、严要求。同

时,长期高强度的工作消耗了护士的工作热情,导致

活力不足。因此,临床管理者应关注护士的工作状

态,积极寻求影响护士工作繁荣的因素,有针对性采

取干预措施,激发护士工作热情。
3.2 护士心理资本对工作繁荣有正向预测作用 本

研究显示,护士心理资本对工作繁荣有正向影响,说
明护士的心理资本越好,其工作繁荣水平越高。心理

资本是一种个人心理资源,属于工作资源的一种。根

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影响员工工作繁荣的因素分

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大类,工作要求会损耗资

源,而工作资源有利于实现资源增益,激发员工活力,
提升工作繁荣[27]。心理资本高的员工,在工作中面

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加乐观、坚韧、充满希望,坚信自

己有能力应对逆境,从而激发自身活力与学习热情,
表现出高水平的工作繁荣[26]。心理资本作为个人的

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具有可塑造性,护理管理者应重

视护士心理资本的开发,通过定期开展心理知识培

训、增加抗挫折教育等方式培养护士乐观、自信、坚韧

顽强的心理品质。
3.3 护士工作重塑对工作繁荣有直接和间接影响 
①本研究显示,工作重塑可直接影响工作繁荣。社会

嵌入模型指出,工作繁荣受个体动因性工作行为影

响[2]。动因性行为指员工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有目

的、积极性的工作行为[2]。工作重塑作为一种动因性

工作行为,包括认知重塑、任务重塑和关系重塑3个

层面[10]。分别从对工作的认知、工作任务本身以及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3个方面提升护士的工作资源,改
善工作情景,促进工作繁荣。②研究还发现,护士工

作重塑可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影响工作繁荣。工作重

塑过程就是不断认识自我,调整自我、调整工作,使个

体资源与工作要求不断匹配的过程[28]。工作匹配度

高的护士,对工作的胜任感强,有助于收获积极的心

理体验,增加心理资本,展现工作繁荣。因此,工作重

塑对护士工作繁荣状态的影响可通过提升护士自身

工作资源来实现。
3.4 上级发展性反馈可直接影响工作繁荣,也可通

过工作重塑、心理资本间接影响工作繁荣 ①上级发

展性反馈是上级为员工提供对其未来发展有益的信

息,是一种新型的领导管理方式,在上级对下属提供

信息反馈的过程中,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心、支
持和重视,归属感增强,学习热情和工作活力得以提

升。Liu等[29]研究指出,上级发展性反馈可激励下属

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有助于员工增加积极情绪,提升

工作参与度。②上级发展性反馈可通过工作重塑间

接影响工作繁荣。护士长是科室护士的直属上级,护
士在日常工作中收获最多的发展性反馈来自于护士

长。护士长不仅向护士分享自己在工作中的知识技

能、经验教训,还向护士传授有利于其职业发展(如晋

级晋升等)的有用信息。护士处在领导支持的情境

下,主观能动性增加,倾向于通过工作重塑这种积极

主动的工作行为来回报领导和组织,展现出更多工作

繁荣。③上级发展性反馈可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影响

工作繁荣。上级发展性反馈是一种促进型的信息反

馈,是上级领导对下属提出的建设性建议[9]。护士接

受来自上级的发展性反馈,有助于积累工作所需的资

源,从而更能以乐观、坚韧的心态去克服工作中的难

题和困境,充满信心地完成临床护理工作。因而,良
好的上级发展性反馈有助于提升护士的心理资本,促
进工作繁荣。

护理管理者应采取多种方式提升护士的上级发

展性反馈。首先,医院可以先对护士的直属上级进行

培训,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上级发展性反馈对护士工作

状态的影响。其次,医院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上级领导

不断学习,完善自我,为向护士提供建设性建议提供

能力支撑。此外,孙柯意等[30]研究指出,下属的建设

性建言行为会激发上级对该下属提供发展性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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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护士平时应注意多与上级领导进行有效的沟通

交流,经常为科室的发展建言献策,力争获得更多来

自上级领导的发展性反馈。

4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上级发展性反馈可直接正向影响工

作繁荣,也可通过工作重塑、心理资本间接影响工作

繁荣。可见,提高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重塑和心理

资本对护士工作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医院管理者应

采取相应措施,提升上级领导对护士的发展性反馈,
积极调动各方资源提升护士心理资本水平和工作重

塑能力,助力护士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投入工

作,促进护理工作的繁荣。上级发展性反馈是一个组

织行为学概念,目前国内尚未检索到对护士群体的报

道,其对护士工作繁荣影响的效能有多高,除工作重

塑和心理资本外,中间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后续

可展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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