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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护士职业尊重感现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提高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泸州

市某三甲医院在职临床护士275人,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护士工作满意度问卷、护士职业尊重感量表进行

调查。结果
 

护士职业尊重感总分为(97.01±16.28)分;护士职业尊重感与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均P<0.01)。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月收入、自我效能感水平及工作满意度是护士职业尊重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

75.5%。结论
 

护士职业尊重感处于中等水平,未来护理管理者可针对相关影响因素采取措施,以提高临床护士的职业尊重感水

平,确保护理队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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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职业作为一个神圣的职业,在人类的健康促

进、照护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
我国居民医疗卫生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医疗卫

生人力资源的供需矛盾也日益凸显,尚不能有效地满

足人类的健康服务需求[1]。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报道,到2030年全球的护士需求量预计将突破九百

万[2]。然而,近年来护士的离职率却在持续升高,一
项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护理人员流失严重,流失人数

占到护士总人数的13.24%,且自西向东呈递增趋

势[3]。因此,缓和护理人员的供需与流失矛盾,确保

护理人才的稳步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职

业尊重感是有关个人对与职业相关的社会价值分析,
是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对自身职业价值评价

的一种主观认识[4]。研究表明,护士的职业尊重感在

增加医护间交流,提高护士的自主性和决策能力等方

面具有重要影响[5]。而当护士的职业尊重感过低时,
容易导致其产生职业倦怠、离职意愿等负性情绪[4],
对个体的职业发展尤为不利;而认可和尊重护士的价

值,能够激发其内在动力,从而产生强烈的专业发展

动机,有利于护士职业价值观的形成[6]。因此,了解

护士的职业尊重感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提

高护士职业尊重感、减少护理人员流失、促进护理事

业更加稳步向前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泸州市某三甲医院

在职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具有护士职业资

格证书;②从事临床护理工作≥1年;③知情同意且

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外出学习、休假等非

在岗人员;②已有明确离职计划或已提交离职申请

者。样本量计算根据回归分析时样本量一般为研究

因素个数的5~10倍的原则,同时考虑存在无效样

本,故再增加20%的样本量。本研究纳入10个因素,
包括年龄、性别等7个一般资料项目、一般自我效能

感和工作满意度,样本量为54~110人,最终获得有

效资料275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在文献回顾和专

家咨询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婚姻状况、当前月收入等。
1.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中文版由王才康等[7]

汉化和修订,共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完全不

同意”至“完全同意”计1~4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

自我效能感越强。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935。
1.2.3 护士工作满意度问卷 采用周利娟等[8]汉化

和修订的中文版护士工作满意度问卷,包含16个条

目。每条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不同意”至
“完全同意”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试对象的工

作满意度越高,本研究测得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969。
1.2.4 护士职业尊重感量表 量表由Choi等[9]于

2020年编制,本研究采用史晓普等[10]汉化和修订的

中文版量表,包含职业能力感、职业自我认识、社会信

任与尊重、组织尊重与认可、职业权威与未来价值5
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

不符合”至“完全符合”计1~5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

的职 业 尊 重 感 水 平 越 高。本 研 究 中 测 得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2。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征得医院相关科室管理者

同意后采用问卷星形式进行问卷调查。将问卷链接以

微信二维码形式发送给参与此次研究的科护士长,再
由科护士长转发至科室群内,由科室护士匿名填写。
问卷设置统一的指导语,先向调查对象说明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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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而后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每个IP地址仅限

填写一次。调查结束后将所有条目均选择同一选项或

回答不符合逻辑的问卷(即无效问卷)予以剔除。本次

调查共回收问卷280份,保留有效问卷275份。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导入Excel2016软件,
经双人核查无误后,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对于服从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x±s)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

数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

方差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

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临床护士基本资料 入选临床护士275人,男
22人,女253人;年龄20~岁145人,30~40岁108
人,>40岁22人。学历:大专104人,本科及以上

171人。婚姻状况:已婚167人,未婚96人,离异12
人。技术职称:护士68人,护师164人,主管护师及

以上43人。工作年限:<10年183人,10~20年74
人,>20年18人。月收入水平:<5

 

000元129人,≥
5

 

000元146人。
2.2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

得分 见表1。
表1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自我效能感、工作

满意度得分(n=275) 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职业尊重感 97.01±16.28 3.88±0.65
 职业能力感 39.32±6.51 3.92±0.65
 职业自我认识 16.39±2.69 4.10±0.67
 组织尊重与认可 14.73±3.61 3.68±0.90
 职业权威与未来价值 14.14±3.57 3.54±0.89
 社会信任与尊重 12.44±2.16 4.15±0.72
自我效能感 35.09±6.75 3.51±0.68
工作满意度 59.03±11.71 3.69±0.73

2.3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见表

2。
2.4 临床护士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与职业尊重

感的相关性分析 见表3。
2.5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 以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为因变量,将婚姻状

况、技术职称、月收入、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满意度作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α入 =0.05,α出 =
0.10),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有月收入(<5

 

000元=
1,≥5

 

000元=2)、自我效能感(原值输入)及工作满

意度(原值输入),结果见表4。
3 讨论

3.1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

示,临床护士的职业尊重感条目均分为(3.88±0.65)
分,处于中等水平。5个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社会

表2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总分(x±s) F/t P
性别 -0.277 0.782
 男 22 96.09±14.06
 女 253 97.09±16.48
年龄(岁) 1.768 0.173
 20~ 145 95.28±16.48
 30~40 108 98.87±16.38
 >40 22 99.36±13.58
学历 -0.989 0.323
 大专 104 95.77±16.10
 本科及以上 171 97.77±16.39
婚姻状况 7.315 0.001
 已婚 167 99.34±16.35
 未婚 96 92.15±15.31
 离异 12 103.67±14.32
技术职称 6.580 0.002
 护士 68 90.99±15.40
 护师 164 99.29±16.01
 主管护师及以上 43 97.88±16.62
工作年限(年) 1.260 0.285
 <10 183 95.95±16.49
 10~20 74 98.81±16.10
 >20 18 100.50±14.47
月收入(元) -1.863 0.048
 <5000 129 95.08±15.69
 ≥5000 146 98.73±16.65

表3 临床护士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与职业

尊重感的相关分析(n=275) r

项
 

目
职业自我

认识

职业能

力感

社会信任

与尊重

组织尊重

与认可

职业权威

与未来价值

职业尊

重感

自我效能感 0.529 0.644 0.458 0.612 0.591 0.667
工作满意度 0.792 0.775 0.649 0.759 0.756 0.856

  注:均P<0.01。

表4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影响因素的多元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n=275)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数 35.286 5.653 - 6.242 0.000
月收入 5.005 1.772 0.085 2.824 0.005
自我效能感 0.787 0.175 0.180 4.505 0.000
工作满意度 1.852 0.101 0.733 18.371 0.000

  注:R2=0.757,调整R2=0.755;F=282.143,P=0.000。

信任与尊重维度,可能是因为护士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需要长期与患者接触而产生治疗性沟通,而患者又愿

意将内心的想法告知护理人员,此过程能够使护理人

员及时发现当前护理工作的不足之处,并根据患者的

意见与建议进行针对性改进,做到有的放矢,不断提

高自身的职业能力水平。同时,此次调查研究为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医护人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不顾个人安危,勇敢逆行,得到人们的赞许和认可,此
举进一步强化了护理人员对自身职业的认同与尊重。
本研究中护士的职业权威与未来价值维度得分最低,
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医生的嘴,护士的腿”
等传统思想仍然存在,部分护士受此影响;另一方面,
近年来由于诸多因素导致护理人才队伍建设不稳定,
护士离职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其看不到未来的职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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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加之当前医患及护患关系形势仍十分严峻,暴力

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容易使护士对护理工作的性质和

地位产生质疑,导致个体的职业尊重感水平下降。对

此,护理管理者应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该类人群的组织

支持度,提升其职业价值感,最终提高护士的职业尊

重感。
3.2 临床护士职业尊重感的影响因素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自我效能

感和工作满意度进入回归模型,是护士职业尊重感的

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75.5%。
3.2.1 月收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月收入能够正向

预测护士的职业尊重感水平,此与Hailu等[11]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收入越高越

容易激发个体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工作满意度[12],促
进自我实现。另有研究显示,工作满意度高的护士能

够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增强患者满意

度[13];另一方面,护士能够将患者对自身的认可内化

为积极情感,并认识到护理事业的崇高性,热爱护理

专业,拥护护理事业,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尊重感水

平。
3.2.2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也是护士职业尊重

感的重要影响因素。Grimm等[14]学者指出,护士的

自我效能感意即个体坚信自身拥有足够的知识和能

力,并且能够为患者提供优质照护的一种信念。本研

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作为护士职业尊重感的预测

因素之一,与职业尊重感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
0.01)。分析原因,可能为自我效能感高的护士对自

身的职业能力、沟通能力、应对能力等方面均具有较

强信心,能够妥善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不

断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此过程能够

有效促进护士的职业成长,反过来又可进一步提高护

士的自我效能感[15],强化自身对护理专业的感性与

理性认识,形成对护理职业的正向认知,对于提高个

体的职业尊重感水平大有裨益。
3.2.3 工作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工作

满意度对自身的职业尊重感水平影响最大。史晓普

等[4]的研究发现,护士的职业尊重感与工作倦怠和离

职意愿呈负相关,说明降低护士的工作倦怠感和离职

意愿能够提高职业尊重感水平,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

映出提高护士的工作满意度在增强职业尊重感水平

方面的作用。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工作满意

度是员工对工作的一种感受,并且这种感受只能通过

激励因素来产生[16],这提示护理管理者可采取适当

的“激励管理”策略,通过增强护士的职业认同感来提

高工作满意度[17],降低职业倦怠感水平,确保护理人

才的稳定发展。
4 小结

研究结果显示,临床护士的职业尊重感处于中等

水平,月收入、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满意度是其重要的

影响因素。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均来自泸州市

某三甲医院的临床护士,样本量较小且抽样方法较简

单,导致结论的外推性受到影响,下一步将在多中心、
大样本基础上对研究结论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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