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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科护士对职业益处的真实体验,为急诊护理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对16名急诊科护士进行半结构式

深入访谈,采用现象学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提炼主题。结果
 

提炼出专业价值、组织支持、良好的工作氛围及家庭增益4个主

题。结论
 

急诊科护士有较好的职业获益感,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护理管理者应加以重视,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提升职业获益感,
从而稳定急诊护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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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职业获益感(Perceived
 

Professional
 

Bene-
fits)是指护士在从业过程中感知到职业带给自身的

收获和益处,认同从事护士职业能促进自我的全面成

长[1]。随着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不断

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消极情绪的研究,尝试从

益处发现(Benefit
 

Finding)的视角关注护士的身心健

康[2]。研究显示,护士职业获益感与职业认同、职业

倦怠、工作满意度等结果变量高度相关[3]。基于益处

发现的启示,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导护士

积极看待护理职业,逐步认识到护理工作的价值和意

义,对改变不良职业态度、职业倦怠、离职意愿等消极

层面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我国已有关于护士职业获

益感的量性和质性研究,但未见针对急诊科护士的专

项研究,而急诊科作为医院急危重症最集中、病种最

多、抢救任务最重的科室,护士承受着高于一般科室

的职业压力[4-5]。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深入剖

析急诊科护士对职业益处的真实体验与感受,以正向

职业认知评价为切入点挖掘护士积极的职业情感体

验,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9年2~3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
取上海市某三甲医院急诊科护士为访谈对象。纳入

标准:在急诊科工作时间≥1年;有良好的语言表达

能力;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规范化培训、轮转

及进修护士。样本量以资料饱和为原则,共纳入16
人,女14人,男2人;年龄24~47(32.50±6.25)岁;
大专6人,本科10人;工作年限3~26(11.31±5.91)
年;急诊科工作时间1~20(10.06±6.29)年;护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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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护师7人,主管护师4人;已婚6人,未婚10人;
轮值夜班12人,上行政班4人;正式在编11人,非在

编5人。
1.2 方法

1.2.1 访谈方法 采取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入访谈。
访谈提纲由本研究者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

本研究目的设计:①你如何评价目前自己所从事的工

作? ②你在急诊科工作过程中有哪些好的体验? ③
你觉得目前的工作给你带来哪些益处或帮助? ④你

工作过程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积极情感体验是什么?
为什么印象深刻? ⑤请你谈谈你对目前工作最满意

的方面是什么? 为什么? ⑥是什么支撑你一直坚持

在急诊科工作? 访谈地点选择在急诊科会议室,首先

告知本研究目的、内容及方法,访谈内容在保护隐私

的前提下进行同步录音,分析资料时隐去受访者真实

姓名,以字母代替;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进行

一对一访谈。访谈时间45~60
 

min。
1.2.2 资料分析方法 所有录音资料在访谈结束后

24
 

h之内转录成文字,采用Colaizzi现象学资料七步

分析法[6]进行编码,主题提取等,提取的主题返回受

访者处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
2 结果

从急诊科护士的工作体验及对职业获益感的表

达中提炼出专业价值、组织支持、良好的工作氛围及

家庭增益4个主题。
 

2.1 主题1:专业价值 急诊经常面临各种紧急突

发的意外事件,过硬的专业能力是护士面对突发、紧
急状态时的关键技术支撑。所有的访谈者都提到从

成功抢救中体验到工作带来的专业价值感和成就感。
C:“我觉得我反应变快了,这是专业赋予我的能力。”
G:“每当抢救成功后家属道谢时,我特别欣慰,这就

是专业价值所在,能救人真好。”D:“有幸通过擂台聘

上护理组长,享受和带组医生一样的待遇,我觉得非

常幸福很有价值感。”A:“能接触到很多专业知识,如
骨髓腔输液,这与之前规培期间接触到的专业点是完

全不一样的。”I:“通过信息化预警评分系统,我们成

功预判了1例肺栓塞,及时挽回了患者生命,我们几

个兴奋了好久(双手鼓掌)”。
2.2 主题2:组织支持 急诊科护理工作急、忙,工
作强度高,易感染性、多学科性、暴力事件多等特点,
医院也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来扶植急诊。本次访谈中,
多数受访者对医院给予急诊的倾斜政策满意,如绩效

分配、硬件系统配置、外出学习、评优优先等。L:“医
院拨给急诊科护理人员的奖金比较合理,我们很满

意,这是绩效改革给大家带来的益处。”H:“整个抢救

室工作平台的信息化建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便

利,尤其是预检分诊系统,这都是上级对我们工作的

支持。”B:“这次整个急诊科院内搬迁,配备了更先进

的仪器设备,给医疗护理抢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院领导的支持促使急诊工作流程也更加合理,工
作起来更有劲。”N:“我工作5年,今年正式入编了,
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学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也是得益

于医院对急诊科的倾斜政策。”L:“我们可以自主申请

外出参加培训,学习新技术新进展。”
2.3 主题3:良好的工作氛围 科室里互帮互助、相
互信任、合作愉快的工作氛围,使护士体会到团队的

凝聚力,因而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属感。本研究中多数

受访者表达了护士长领导风格的重要性。M:“科室

领导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集体充满了积极

向上的力量,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开心。”E:“又一次遭

受醉酒家属暴力,我非常沮丧、悲恸,科主任、护士长

第一时间给我安慰和支持,让我觉得这个科室有家庭

般的温暖。”K:“护士长非常重视团队建设,在她的引

领下,大家抢救都是齐心协力,配合默契,在这样的团

队中工作觉得特别有归属感。”F:“我是去年完成规范

化培训定科的,虽然来到科里时间不长,但是这里积

极向上的工作氛围给我感触很深,工作很累,心情却

很愉悦。”
2.4 主题4:家庭增益 当今社会,健康的重要性已

经不言而喻,护士在促进健康与自我保健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同样的也因为从事这份工作,护士的家庭

成员也从中获益。受访者均认同其从事护士职业带

来的家庭增益。O:“能够帮助到家人,这么多年我积

累的工作经验让家人享受到一些健康指导,有个亲戚

的肠造口就是我指导的,没有出现并发症。”B:“女儿

小时候很少生病,发热也不大去医院,都是我处理,这
归功于我的专业(微笑)。”J:“抢救室里见过太多的人

间不幸,让我更加理解生活不易,懂得去珍惜生活,爱
护家人。”C:“在抢救室需要请专科会诊,所以有机会

认识很多医生,家人生病就医或咨询都比较方便。”
3 讨论

3.1 关注急诊科护士职业心理,提升职业获益感 
陈天喜等[7]对249名女性急诊科护士职业压力进行

调查发现57.43%存在付出获得不平衡现象,高于

Kikuchi等[8]的研究结果。不可否认,工作压力是引

起职业倦怠的直接原因,但有无职业倦怠并非仅仅因

为工作压力,更取决于他们对自身职业的认知评价。
职业心理、职业获益感同属于情感体验范畴,是影响

护理行为的内在因素。其中性别、年龄、子女状况、护
龄、科室、职称、月薪、平均每月夜班数、工作量改变、
工作压力改变、选择护理工作原因等因素[9-10]交叉影

响着职业获益感。本次研究中,16名急诊护士对护

理职业基本认同,但仍有上升空间。虽然急诊科护理

工作存在较大压力,但是大多数急诊护士职业成就感

也较强,都会认为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将患者从死

亡线上抢救回来;另外急救新知识新技术学习与应

用,也使急诊护士有成长成就感。其次组织属性也影

响着护士的职业获益。针对急诊科特殊的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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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杂的工作对象,医院管理层以科室建设、绩效、外
出学习等方面都给予倾斜政策,同时护士长以身作

则,充分尊重每位护士,这些都增加了急诊护士心理

上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护士个体被接纳、被认同,将
自己归属于团队中,进而提升职业获益感。此外,从
访谈中发现,年龄、婚姻状况等也影响着职业获益感。
相较于低年资护士,年资较高的护士职业获益感更高

一些,分析原因可能为高年资护士多为正式在编,职
业心理更稳定;同时急诊护理知识技术更扎实,心智

更成熟,更能胜任各项抢救,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状况。
职业获益感可转化为对护理工作的积极情感体验和

认同,增强护士的职业认同,产生积极投人工作的内

在动力,在工作中自发投入更多热情和精力。因此,
护理管理者应注重护士职业获益感的培养,尤其是低

年资护士。
3.2 建立人文关怀链,提升护士职业认同 急诊科

作为危重症患者抢救的前沿阵地,它的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不可预测性使急诊护士面临的风险系数增

高,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不言而喻,较普通科

室具有更为密集的情绪隐患。有研究显示,90%以上

的急诊护士遭受过身体和语言暴力[11],暴力事件的

高发降低急诊科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其次数越多,职
业认同感越低。一项对护士长培训需求的调查中,
96.9%的护士长认为需要人文关怀培训[12],夏玲

等[13]将护士职业生涯分为4个阶段,即职业确定阶

段(工作5年以内)、稳步发展阶段(工作5~15年)、
职业中期危机阶段(工作15~25年)和维持阶段(工
作25~30年),而职业生涯不同阶段护士的心理健康

状况与职业心理需求是动态变化的[14]。本研究中护

士多数处在职业确定阶段与稳步发展阶段,职业情感

体验较为积极,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娴熟过硬的操作技

能以及护患之间的有效沟通,使年资高的护士在工作

中能够游刃有余,心理抵抗力也相对较强。访谈中也

涉及到正因为从事护士这一职业,收入稳定、工作有

保障、可维护家人身心健康,亲朋好友认可等,从而有

一定的获益心理。因此,护理管理者在关注当前阶段

护理人员的同时,要注重高年资护士的心理建设,加
强职业素养与职业情感的培养,提高护士群体的心理

弹性[15],形成良好的职业适应能力和较高的职业认

同感,以饱满的热情、高尚的情操投入到工作中。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急诊科护士的深度访谈,提炼出专

业价值、组织支持、良好的工作氛围及家庭增益4个

主题。提示急诊科护士有较好的职业获益感,护理管

理者已关注护士的职业心理健康,并努力营造良好的

工作环境。本研究仅对1所医院的护士进行了访谈,
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可在不同层级医院取样,以了

解不同层级医院急诊科护士情况;还可依据调查结果

进行干预研究,追踪干预效果,切实解决问题,以增加

急诊护理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急诊护理队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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