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1)。工作影响得分越

高的护士其在护理工作中,越不容易产生内疚、焦虑、
紧张、害怕等负面情绪,也不容易被动受到患者的影

响,能很好地管理情绪,在工作中偏理性,其在护理老

年人的过程中,更趋于解决老年工作问题,护理工作

问题的妥善处理促进这一群体对老年人的积极反应。
护理管理者应鼓励护士在工作中管理好自身情绪,对
老年人保持理性工作态度与方式,有利于提升护士对

老年人的态度。
3.2.5 医院伦理氛围感知 ①与护士的关系。护士

对医院伦理氛围的感知会影响其对伦理问题的看法

及行为方式[14]。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护士的关系

是护士对老年人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1)。
与护士的关系维度得分越高,说明护士感知到的来源

于护士同事双向的信任、认可、关爱越多,护士感知到

的同事关系越好。在老年护理工作中,护士之间语

言、情感、行为上的支持,团结与合作的工作氛围,工
作压力随之减小,畏难情绪越少,与老年人的相处更

为舒适,增加了护士对老年人的正向态度。护理管理

者可以通过在护士之间营造良好的伦理氛围,帮助护

士形成合作共赢的工作意识,推进老年护理工作的顺

利进行,从而提升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②与医院的

关系。本调查结果显示,与医院的关系是护士对老年

人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1),说明感知与医院

关系越好的护士对老年人的态度越积极。感知医院

关系越好的护士,越了解医院政策和方案,一方面,增
进了护士对医院的归属与依附;另一方面,护士能够

感知到医院愿意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相关方案指

导护士处理护理相关问题,让护士在老年工作中有据

可依[15];同时,护士感知医院对护理工作的认可,护
士的职业归属感与价值感越强,进而对于老年护理态

度越积极,正向反馈也会越多。医院管理者可借鉴国

外良好的医院伦理氛围的经验,促进护士对医院的认

同和信任,让良好的医院伦理氛围潜移默化地推动护

士全身心地投入老年护理工作。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对老年人的态度偏积极,
但仍有提升空间。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婚姻状态、工
作科室、工作之外与老年人接触频率、人性化护理能

力中的工作影响、医院伦理氛围中与护士的关系及与

医院的关系。护理管理者可实施针对性干预,提高护

理人员对老年人的态度,从而提升老年护理服务质

量。本研究仅选择一所三甲医院的护士进行调查,研
究结果解释力度不够;另外,纳入研究的护理人员一

般资料数量较少,导致结果分析的影响因素较少;在
研究设计时科室未进行细分,降低了研究结果的针对

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的

护士进行大样本的分层抽样调查,为促进护士对老年

人态度研究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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