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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及工作旺盛感与创新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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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工作旺盛感在工作沉浸体验与护士创新行为间的中

介作用,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工作沉浸量表、工作旺盛感量表、护士创新行为量表对合肥市268名临床护士进行调

查,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
 

相关性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护士的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

的总分分别为40.96±8.45、43.88±9.38、28.53±7.35;工作沉浸体验与工作旺盛感、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均P<0.01);工作旺盛

感与创新行为呈正相关(P<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对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均

P<0.01),工作旺盛感对创新行为也有显著正向影响(P<0.01)。结论
 

护士的工作沉浸、工作旺盛感及创新行为均处于中等水

平;工作旺盛感在工作沉浸体验与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增加护士的工作沉浸体验可提高其工作旺盛感和促进其创新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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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low
 

at
 

work,
 

thriving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of
 

nurses,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riving
 

at
 

work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68
 

nurses
 

in
 

Hefei
 

city
 

were
 

investigated
 

by
 

utilizing
 

the
 

Work-related
 

Flow
 

Inventory
 

(WOLF),
 

Thriving
 

At
 

Work
 

Scale,
 

and
 

Nurse
 

Innovative
 

Behavior
 

Scal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
tistics,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Results
 

The
 

scores
 

of
 

flow
 

at
 

work,
 

thriving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were
 

(40.96±8.45),
 

(43.88±9.38)
 

and
 

(28.53±7.35)
 

respectively.
 

The
 

score
 

of
 

flow
 

at
 

work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riving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P<0.01
 

for
 

both),thriving
 

at
 

work
 

wa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novative
 

behaviors
 

(P<0.01).
 

SEM
 

showed
 

that
 

flow
 

at
 

work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riving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and
 

thriving
 

at
 

work
 

was
 

also
 

a
 

predictor
 

of
 

innovative
 

behaviors
 

(P<0.01
 

for
 

all).
 

Conclusion
 

Nurses'
 

flow
 

at
 

work,
 

thriving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are
 

at
 

medium
 

levels,
 

thriving
 

at
 

work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flow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Enhancing
 

nurses'
 

flow
 

at
 

work
 

can
 

promote
 

their
 

thriving
 

at
 

work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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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创新行为对于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实现个人

的职业成功等具有重要意义[1-2],因此受到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迄今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报道。研究表

明,影响护士创新行为的内在因素主要包括护士的能

力素质(如情绪智力[3])、人格特质(如核心自我评

价[4])、内在动机(如成就动机[5])和对职业的态度(如
职业认同[6])等。然而,目前从护士的积极心理体验

或心理状态视角来探讨护士创新行为的研究尚未检

出。工 作 沉 浸 体 验 (Flow
 

at
 

Work/Work-related
 

Flow)和工作旺盛感(Thriving
 

at
 

Work,
 

也译为工作

繁荣)是积极心理学中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工作沉

浸体验,是指一种个体在工作中获得的短暂的高峰体

验,以专注投入、工作享受感和内在工作动机为特

征[7]。研究显示,工作沉浸体验能够对护士的工作态

度和工作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8]。所谓工作旺盛感,
是指个体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活力和学习的一种心

理状态[9]。研究证实,工作旺盛感有助于促进员工个

体发展和保持身心健康,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激励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10]。本研究尝试从积极的工作

体验和积极心理状态的角度出发探索工作沉浸体验

和工作旺盛感对护士创新行为的影响,
 

为护理管理

者促进护士创新行为管理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法,于2020年8~9
月选取合肥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临床护士进行调查。
入选标准:工作年限≥1年;注册护士;知情并同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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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研究。排除实习、返聘、退休护士。共获得有效

资料者268人,均为女性;年龄<31岁129人,31~40
岁133人,>40岁6人;学历:中专31人,大专112
人,本科117人,硕士8人;职称:护士97人,护师133
人,主管护师38人;工作年限:1~年65人,6~年84
人,11~20年111人,>20年8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

行编制,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
学历和职称。②工作沉浸量表。采用由Bakker[7]研
制、祝丽怜[11]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工作沉浸量表

(the
 

Work-related
 

Flow
 

Inventory,
 

WOLF)。该量表

包括专注投入、工作享受感和内在工作动机3个维

度共1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代表“从
来没有”,5代表“总是”,总分13~65,总分越高说

明越频繁体验到工作沉浸。本研究中,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值为0.914,专注投入、工作享受感、内
在工作动机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87、
0.904和0.806。③工作旺盛感量表。

 

采用Porath
等[12]研制、韩翼等[13]翻译的中文版工作旺盛感量

表。该量表包括活力和学习2个维度共10个条目。
量表采用Likert

 

7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总分10~70,总分越高说明工作

旺盛感程度越高。本次调查中,量表总体Cronbach'
s

 

α值为0.860,活力和学习维度的Cronbach's
 

α值

分别为0.828和0.773。④护士创新行为量表。采

用包玲等[1]开发的护士创新行为量表。该量表包括

产生想法、取得支持和实现想法3个维度共10个条

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表示“从不”,5
表示“很频繁”,总分10~50,总分越高说明护士在

工作中的创新行为越频繁。在本研究中,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值为0.918,产生想法、取得支持和实

现想 法 分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值 分 别 为0.915、
0.902和0.806。
1.2.2 调查方法 采用线下问卷调查法,取得3所

医院护理部与科室管理者的同意后,由研究者分别到

医院各科室护士站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首先向调

查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征得调查对象同

意后发放问卷,无记名填写;现场答疑与指导,以保证

填写正确。共发放问卷300份,经整理与分析,最终

获得有效问卷268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

 

2013软件建立数据

库;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采用Amos20.0软件对数据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护士创新行

为得分 见表1。
2.2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创新行为的

相关性 见表2。
表1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

护士创新行为得分(n=268) x±s
项 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工作沉浸体验 13 40.96±8.45 3.15±0.65
 专注投入 4 11.77±3.30 2.94±0.83
 工作享受感 4 13.24±3.33 3.31±0.83
 内在工作动机 5 15.94±3.59 3.19±0.67
工作旺盛感 10 43.88±9.38 4.38±0.94
 活力 5 21.84±5.29 4.41±1.04
 学习 5 22.04±5.22 4.37±1.06
创新行为 10 28.53±7.35 2.85±0.74
 产生想法 3 9.07±2.89 3.02±0.96
 取得支持 4 11.23±3.47 2.81±0.86
 实现想法 3 8.24±2.21 2.75±0.74

2.3 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对护士创新行为影

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以护士

创新行为为因变量、工作沉浸体验为自变量、工作旺

盛感为中介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技术对三

者间的关系予以检验,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取值见表

3,3个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见图1。由表3可知,反映

模型拟 合 度 的 各 指 标 值 均 达 到 了 专 家 推 荐 的 标

准[14],表明本研究提出的三变量间的关系模型质量

较佳。由图1
 

可知,3个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标准化

回归权重)分别为0.605、0.497和0.348,均为正值且

均达到统计显著性(P<0.01),说明护士的工作沉浸

体验对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

旺盛感对创新行为也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根据路

径系数计算得到变量间的作用效应,见表4。由表4
可知,工作沉浸体验对护士创新行为的总效应为

0.605(其中间接效应为0.301),而工作旺盛感对护

士创新行为的作用效应为0.497,表明工作旺盛感在

工作沉浸体验与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讨论

3.1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创新行为现

状
 

3.1.1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护士工作沉浸体验总分为40.96±8.45,为中等

水平。这与国内有关研究[15]的结论一致。护士工作

沉浸体验水平之所以不高,可能是因为总体上护理工

作琐碎繁杂且有很多因素会干扰护士的工作。此外,
根据沉浸理论,个人技能与任务挑战的平衡是沉浸体

验的发生前提条件,而护士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是一

些比较常规的活动,缺乏足够的挑战性,因此难以满

足技能与挑战平衡这一条件。鉴于已有研究证实影

响护士工作沉浸体验的因素主要有护士的工作要求

(如工作负荷、角色模糊、夜班频次)和工作资源(如工

作自主性、社会支持、上司支持和职业发展机会)、护
士长的领导方式(如诚信领导)以及组织气氛等[8],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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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护理管理者采取如下措施来增进护士的工作

沉浸体验:通过改善人岗配备、适当增加人力资源等

措施来减轻工作负荷;通过明确工作职责以减少角色

模糊感;通过优化排班制度使夜班频次更加合理;通
过适当授权来提高工作自主性;通过给予更多业务指

导和技能培训来增加社会支持感;通过加强学习提升

自身的领导能力并采取恰当的领导行为方式,以及通

过增加对团队建设资源的投入、加大对护士工作生活

的关心和完善薪酬晋升机制的公正性等措施营造良

好的组织气氛。
表2 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护士创新行为的相关性分析(n=268)

 

r

项目
工作沉

浸体验

专注

投入

工作

享受感

内在工

作动机

工作

旺盛感
活力 学习

创新

行为

产生

想法

取得

支持

实现

想法

工作沉浸体验 1.000 - - - - - - - - -
 专注投入 0.826 1.000 - - - - - - - - -
 工作享受感 0.840 0.504 1.000 - - - - - - - -
 内在工作动机0.878 0.601 0.631 1.000 - - - - - - -
工作旺盛感 0.467 0.335 0.459 0.394 1.000 - - - - - -
 活力 0.368 0.259 0.361 0.315 0.893 1.000 - - - - -
 学习 0.467 0.339 0.459 0.389 0.891 0.592 1.000 - - - -
创新行为 0.571 0.347 0.570 0.360 0.517 0.440 0.484 1.000 - - -
 产生想法 0.565 0.319 0.645 0.472 0.563 0.480 0.524 0.869 1.000 - -
 取得支持 0.418 0.189 0.399 0.475 0.313 0.258 0.300 0.874 0.595 1.000 -
 实现想法 0.508 0.442 0.428 0.423 0.495 0.431 0.454 0.824 0.653 0.566 1.000

  注:均P<0.01。

表3 模型拟合度指标

指标 χ2/df RMR RMSEA GFI AGFI NFI RFI IFI TLI CFI
本模型 2.669 0.039 0.079 0.967 0.915 0.963 0.927 0.977 0.953 0.967
标准 <3 <0.05 <0.08 >0.9 >0.9 >0.9 >0.9 >0.9 >0.9 >0.9

图1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工作旺盛感与创新

行为间关系的结构模型

表4 模型的作用效应(标准化)

项 目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工作沉浸→工作旺盛感 0.605 0.000 0.605
工作旺盛感→创新行为 0.497 0.000 0.497
工作沉浸→创新行为 0.348 0.301 0.649

3.1.2 护士工作旺盛感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护士工作旺盛感总分为43.88±9.38,处于中等水平。
与国内学者的调查结果[16-17]一 致。根 据 Spreitzer
等[9]提出的工作旺盛感的社会嵌入模型,个体所嵌入

的工作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工作旺盛感水平。
具体而言,影响工作旺盛感的工作情境因素主要包括

部门的情境特征(自主决策、广泛的信息共享、信任和

尊重的氛围)和工作中产生的资源(知识、积极意义、
积极情感资源和关系资源)。然而,目前我国护士群

体普遍面临的实际工作情境是拥有较少的自主决策

权、较低的信任和尊重的氛围以及有限的工作资源

等,因此导致护士的工作旺盛感水平不高。
已有研究表明,护理管理者的诚信领导风格与同

情心[18]、护士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17]、工作满意

度[19]、工作意义感[20]和正念水平[16,21]等因素均显著

影响工作旺盛感。因此,建议护理管理者采取如下措

施来增进护士的工作旺盛感:改变领导方式,实行诚

信领导;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护士对组织的情感

承诺水平;优化人岗匹配、丰富工作内容,提高工作满

意度和工作意义感;开展正念训练,提高护士的职场

正念水平。
3.1.3 护士创新行为现状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护
士创新行为总分为28.53±7.3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与国内学者的调查结果[6]一致。护士的创新行为水

平不高的原因可能如下:一是临床护理工作繁忙、负
荷大,护士只想着做好手头的工作,没有富余的时间

和精力去思考和实践创新活动;二是组织的创新氛围

不浓,对护士创新的支持和激励力度不大,导致护士

创新意识和欲望不强;三是大部分护士没有受过系统

的创新训练,他们即使有创新想法,但由于受制于能

力而难以付诸实施。
3.2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对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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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护士工作沉浸体验与工

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均P<0.01),且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工作沉浸体验显

著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均 P<0.01)。
工作沉浸体验之所以能对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产

生积极影响,可能的解释如下:从本质上讲,工作沉浸

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内在情绪体验。根据 Spreitzer
等[9]的工作旺盛感的社会嵌入模型,工作沉浸作为一

种积极情感资源能够通过促进护士的主动性工作行

为继而激发工作旺盛感。此外,根据 Weiss等[22]的情

感事件理论和Fredrickson[23]的积极情绪的拓展与建

构理论,个体在工作中的积极情绪体验会对其心理和

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当护士在工作中频繁体

验到工作沉浸时,很可能由此增进其工作旺盛感和激

发其创新行为动力。基于此,建议护理管理者在日常

工作中应重视对护士积极工作体验和情绪状态的管

理,积极采取措施为护士创造尽可能多的工作沉浸的

机会,提升护士的工作旺盛感,从而激发他们开展创

新活动的内在动力。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可以正向预

测其工作旺盛感和创新行为,工作旺盛感也能正向预

测创新行为,且工作旺盛感在工作沉浸体验与创新行

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增加护

士的工作沉浸体验,从而促进他们的工作旺盛感并激

发其创新动力和行为,最终实现护理服务质量的提

升。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样本规模偏小,有待更大样本

来验证结论的普适性。另外,研究者还可以在本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护士的工作沉浸体验和工作旺

盛感的其他心理性(如工作幸福感)和行为性(如工作

形塑)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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