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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认同感现状,为优化护理专科门诊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北京市22所市

属医院521名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进行职业认同感调查。结果
 

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117.84±20.73)分;不同学历、职
称、出诊方式及护理专科门诊类别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

 

护理专科门诊护士的职业

认同感处于中等水平,应优化专科护士的使用,提升其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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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和健康需求的多元化,护
理工作的职责、功能及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在健康

需求增加及护理专业水平提升的综合背景下,护理

专科门诊应运而生[1]。护理专科门诊是由护士主导

的一种新模式,与医疗门诊相辅相成,提供专业化的

优质护理服务,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率[2]。职业认同

作为认知、情感、行为倾向的心理综合过程,是护士

对护理职业的看法和情感,其最终指向的是护理实

践行为,可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增加工作投入[3-4]。
随着护理专科门诊的发展,护理专家的价值逐渐被

医生和患者认可,为进一步了解护理专科门诊护士

的职业认同感,本研究在北京市22所市属医院开展

调查,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由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牵头,采
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8年9月28日至10月11
日对北京市全部市属医院(共22所)护理专科门诊护

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取得护士执照的注册护

士;②在护理专科门诊(独立出诊或者医护合作)出诊

6个月以上;③自愿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护士一般资料。采用自行设计

的问卷,内容包括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单位、工作地

点等信息。②护士职业认同量表。采用刘玲等[5]研

制的护士职业认同评定量表,包括职业认知评价、职
业社会支持、职业社交技能、职业挫折应对和职业自

我反思5个 维 度,共30个 条 目。每 个 条 目 采 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
次计1~5分,得分越高表明护士的职业认同水平越

高。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0.938。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调查,由医管中心将

调查链接发送至各单位护理部负责人,再由负责人发

送至每个单位的研究对象。本次调查采用无记名填

写,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21份。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t检

验、方差分析及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 见表1。
表1 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n=521)

维度 得分范围 均分(x±s)
职业认知评价 10~30 22.36±4.13
职业社会支持 15~30 24.37±3.65
职业社交技能 15~30 24.56±4.27
职业挫折应对 10~30 23.64±3.38
职业自我反思 5~30 22.91±4.94
总分    55~150 117.84±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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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特征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比较 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护士职业认同感得分比较

项 目 人数
职业认同感

(分,x±s)
统计量 P

年龄(岁) F=1.352 0.257
 <30 55 114.87±28.28
 30~ 193 120.02±21.38
 40~ 214 116.68±20.38
 ≥50 59 117.69±16.81
职称 F=3.580 0.013
 护士 31 116.68±25.75
 护师 170 114.29±21.02
 主管护师 253 118.93±20.37
 副主任护师以上 67 123.34±16.57
学历 Z=16.219 0.001
 中专 6 90.67±33.46
 大专 137 115.46±19.99
 本科 370 118.98±20.56
 硕士以上 8 126.00±14.20
出诊模式 t=8.135 0.000
 独立出诊 287 123.27±11.20
 医护合作 234 112.46±18.79
门诊类别 F=6.330 0.000
 伤口造口 76 110.00±24.46
 静脉治疗 112 117.00±18.90
 妇产护理 74 114.57±18.64
 慢病管理 63 123.68±18.67
 肿瘤护理 11 115.36±14.81
 心理精神护理 69 127.36±18.20
 口腔护理 31 107.37±23.15
 其他 85 120.87±21.34

3 讨论

3.1 北京市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认同感现状 本

研究显示,北京市市属医院的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

认同感得分为(117.84±20.73)分,处于中等水平。
与刘明秀等[6]对专科护士职业认同的调查结果相似,
高于周西等[4]对护士的调查结果。分析原因为:专科

护理门诊护士通过独立接待服务对象,评估患者存在

的护理问题,针对患者健康问题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

务和专业化的健康管理,在这个过程中能体现护士的

专业价值,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施展专业才华,有助于

护士的自我目标实现。
3.2 不同特征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认同感不同 
表2显示,不同学历、职称的护理专科门诊护士职业

认同感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
0.01),学历高、职称高者,职业认同感较高,与林丽艳

等[7]对ICU护士的调查结果一致;可能因为学历高、
职称高的护士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业务能力更有信

心,更加理解自己工作的内涵及自己的工作角色,因
此,对职业的认同相对较好。独立出诊护士的职业认

同感得分高于医护合作出诊的护士(P<0.01),可能

与独立出诊护士拥有更多自主权有关,他们从被动协

助医生诊疗的角色转变为主动治疗者,打造了属于自

己的专业形象,增强了医生、患者及家属的认可度,从
而提升了职业认同感。不同类别护理专科门诊护士

的职业认同感存在差异(P<0.01),心理精神护理、

慢病管理专科门诊出诊护士的职业认同感较高,处于

高分水平;口腔护理、伤口造口护理专科门诊护士的

职业认同感仍处于中等水平。可能与不同专科具体

的服务项目内涵、患者特征、就诊形式、工作量等因素

相关。心理精神护理专科门诊主要为存在心理、精神

疾病的患者及家属制订个案康复计划、提供居家护理

咨询及情感支持等。出诊护士对个体服务投入的时

间、精力较为充足,能充分感知每例患者痛苦、疾病的

缓解,从工作中获得被人需要的满足感,同时无需挂

号,由护士直接提供服务,护士可控性高,对工作的认

可度及积极性更高。慢病管理门诊针对高血压、糖尿

病、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等单一或多病共存的患者,
出诊护士需掌握多学科疾病知识,提供专科健康教

育。有研究指出,慢病管理门诊能让患者体会到超出

期望值的服务,其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8],护
理价值得以体现,出诊护士的职业认同感也相对较

高。口腔疾病患者多采用门诊就诊、随诊治疗的模

式,虽然承担口腔门诊服务的护士具备丰富的经验及

知识,但患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医生主导的门诊服

务,护士自我发展受限。伤口造口护理门诊护士的职

业认同感略低,可能由于伤口、造口护理专科门诊面

对的是腹部肠造口、慢性伤口和失禁等临床棘手问

题,本身存在一定的异味刺激,工作环境还有较大的

提升空间,而良好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个体深刻体会到

职业生涯成功带来的幸福、满足感。
4 小结

护理专科门诊的设立能够拓展护理专业职能,延
伸护理专业内涵,提升护士的自身价值,从而提高护士

的职业认同感。但不同护理专科门诊护士的职业认同

感存在差异,具体原因及改善策略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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