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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三级甲等医院护士长人格特质与
职业生涯成功感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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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三级甲等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及与人格特质的关系,为护士长培训及选拔提供依据。方法
 

对四川

省66所三级甲等医院1
 

067名护士长,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职业生涯成功感量表、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总分为(38.72±8.13)分;人格特质宜人性得分最高(5.13±0.62)分,神经质得分最低(2.72±0.97)分。
分层回归分析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后,人 格 特 质 中 的 严 谨 性、开 放 性、外 向 性 对 职 业 生 涯 成 功 感 总 分 解 释 的 变 异 量 增 加 了

25.2%。结论
 

四川省三级甲等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处于较高水平,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成功感产生影响。可从积极心理

学角度,加强护士长积极人格的培养,以提高其职业生涯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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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career
 

succes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of
 

head
 

nurses
 

in
 

tertiary
 

hospital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raining
 

and
 

selection
 

of
 

head
 

nurses.
 

Methods
 

A
 

total
 

of
 

1,067
 

head
 

nurses
 

from
 

66
 

tertiary
 

hospitals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a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areer
 

Success
 

Scale
 

and
 

Chinese-Languag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
 

Result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scored
 

38.72±8.13
 

on
 

career
 

success.
 

Trait
 

agreeableness
 

scored
 

the
 

highest
 

(5.13±0.62)
 

and
 

trait
  

neuroticism
 

scored
 

the
 

lowest
 

(2.72±0.97).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personality
 

traits
 

of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nd
 

openness
 

together
 

could
 

explain
 

25.2%
 

of
 

variance
 

in
 

career
 

success.
 

Conclusion
 

Head
 

nurses
 

in
 

tertiary
 

hospitals
 

in
 

Sichuan
 

province
 

report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career
 

success,
 

which
 

is
 

affected
 

by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ts
 

of
 

head
 

nurses
 

should
 

be
 

culture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us
 

to
 

enhance
 

their
 

caree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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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全方位干预

健康影响因素、防控重大疾病及维护全生命周期健

康;护理队伍是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主力军[1]。我

国在“十四五”期间将大力加强护理队伍建设,推动

护理高质量发展,要通过加强护理层级管理、强化组

织领导不断完善护理管理体系[2]。护理管理者在护

理团队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护士长是组织成功

的基础。面对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改革,对护理

管理有着更高的要求,护士长面临着更多的工作压

力。职业生涯成功感是个人在工作中逐渐积累和获

得的与工作有关的积极心理感受和成就,是普遍认

同的职业生涯发展状况评价指标[3-4]。研究显示,职
业生涯成功感降低会导致护士情绪耗竭和冷漠,职
业倦怠发生率增加[5]。人格特质是个体较为内在且

稳定的特质,从人格特质的视角来研究人们的职业

选择及职业行为由来已久,且大五人格特质在管理

学领域研究中的应用尤为广泛[6-9]。因此,本研究结

合大五人格特质理论,对四川省三级甲等医院(下称

三甲医院)护士长的人格特质与职业生涯成功感进

行调查,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出发,为培训及选拔护士

长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4~9月,采用二阶段抽样法选

取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为研究对象。第一阶段,根
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截止2020年9月,全
省共105所三级甲等医院[10];按照四川省五大经济

区划分[11],成都平原经济区62所,川东北经济区16
所,川南经济区16所,川西北生态经济区9所,攀西

经济区2所。为保证每个经济区内都有医院纳入调

查,计划按比例抽取52所医院,考虑样本量,结合方

便抽样方法,最终共抽取66所医院。第二阶段,在样

本医院中,整群抽取护士长。纳入标准:①担任护士

长职务1年及以上;②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调查期间外出学习或进修;②休病假、产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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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采 用 均 数 抽 样 调 查 的 样 本 量 计 算 公 式:n=

(Zα/2S
δ

)2。取检验水准α=0.05(双侧),Zα/2=1.96

(95%可信区间),容许误差δ=0.4,参考相关文

献[12],取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得分的S=5.27,计
算样本量为667。考虑20%样本丢失率,应调查834
人。共1

 

067名护士长完成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在检索大

量文献和咨询专家后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大科类别、初始学历、现有学历、职称、行政职

务、工作年限、任职年限、外出进修学习次数、月收入、
聘用形式、科研成果及团队获奖15项。②中文版职

业生涯成功感量表:采用由严圣阳等[13]翻译并修订

的中文版职业生涯成功感量表,包括职业满意度、组
织内竞争力、组织外竞争力3个维度共11个条目,以
Likert

 

5级评分,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

“非常同意”,最低分11分,最高分55分,分数越高职

业生涯成功感水平越高。蔡胜娇等[14]在护士群体中

对该量表进行了验证,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9。③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采用王孟成

等[15]于2011年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CBF-PI)基础

上选取部分条目组成的简式版问卷,由40个条目组

成,包括外向性、神经质、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5个

维度,条目采用6级评分,1分表示完全不符合,6分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越倾向于该特征。该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0.793,重测信度系数0.742。夏

结等[16]应用到护士群体,Cronbach's
 

α系数0.745,
重测信度系数0.748,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效度良

好。
1.2.2 调查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进行调查。对被调

查医院护理部主任致调研函,征得同意后,由其指派

调查人员。调查人员接受统一培训后,使用统一指导

语向所在医院护士长群发放调查问卷。问卷调查为

匿名方式,遵循自愿原则。每台设备限答1次。回收

1
 

090份问卷,其中无效问卷23份,有效问卷1
 

067
份,有效回收率为97.89%。
1.2.3 统计学方法 通过问卷平台下载调查问卷数

据,导出至Excel,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

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分层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1
 

067名护士长中,男29
人,女1

 

038人;年龄18~25岁11人,26~30岁31
人,31~40岁496人,41~50岁431人,51~60岁

98人。已婚995人,未婚31人,离异/丧偶
 

41人。
初始学历:中专561人,大专237人,本科269人。
现有学历:中专及大专99人,本科916人,硕士及以

上52人。职称:护师70人,主管护师540人,副主

任护师及以上457人。大科类别:内科339人,外科

251人,妇产科47人,儿科58人,其他372人。正

护士长815人,副护士长252人。工作年限<10年

116人,10~年223人,15~年177人,≥20年551
人。任护士 长 职 务1~年372人,5~年351人,
10~年185人,≥15年159人。外出进修学习次

数:无199人,1~次683人,4~次71人,≥6次114
人。月收入:<6

 

000元134人,6
 

000~元267人,
8

 

000~元368人,≥10
 

000元298人。聘用形式:
人事代理或正式编制824人,合同制243人。有1
项科研成果(选项为B类期刊论文、核心期刊论文、
SCI论文、院级科研课题、市级及以上科研课题、实
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专著)454人,2项289人,3
项及以上324人。有新技术581人。所在团队获奖

(选项为临床护理相关成果、PDCA案例展示获奖、
品管圈项目获奖、技能比赛获奖)1次767人,2次

203人,≥3次97人。
2.2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得分 
见表1。
表1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得分(n=1067)

分,x±s

项 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职业满意度 5 18.95±4.02 3.79±0.80
组织内竞争力 3 10.27±2.77 3.42±0.92
组织外竞争力 3 9.49±2.70 3.16±0.90
总分 11 38.72±8.13 3.52±0.73

2.3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人格特质得分 见表

2。
表2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人格特质得分(n=1067)

分,x±s

项目 条目数 总分 条目均分

宜人性 8 40.27±4.94 5.13±0.62
严谨性 8 38.41±5.48 4.80±0.68
开放性 8 33.39±6.31 4.17±0.79
外向性 8 31.29±5.97 3.91±0.75
神经质 8 21.77±7.73 2.72±0.97

2.4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人格特质与职业生涯成

功感相关性 神经质与职业生涯成功感呈显著负相

关(r=-0.208,P<0.001);严谨性、宜人性、开放

性、外向性与职业生涯成功感呈显著正相关(r=
0.436、0.289、0.482、0.394,均P<0.001)。
2.5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成

功感影响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

感总分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各维度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共线性诊断显

示:各模型的容差值均>0.1,方差膨胀因子(VIF)

·84·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an.
 

2023 Vol.38 No.2



均<5,提示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概率小。控

制人口学变量后,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成功感总分解

释的变异量增加了25.2%,其中严谨性(β=0.361)、
开放性(β=0.323)是对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影响

最大的变量,且呈正向预测。结果见表3。
表3 人格特质对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的

分层回归分析(n=1067)

分层 自变量 β SE β' t P
第1层 常量 41.473 3.500 - 11.849 <0.001

性别 -2.960 1.498 -0.059-1.976 0.048
妇产科 3.094 1.223 0.078 2.530 0.012
月收入 0.928 0.261 0.114 3.558 <0.001
聘用形式 -1.946 0.593 -0.101-3.284 0.001
团队获奖 0.726 0.363 0.063 2.001 0.046
新技术 -1.088 0.515 -0.067-2.112 0.035

第2层 常量 11.452 3.891 - 2.943 0.003
性别 -1.040 1.293 -0.021-0.804 0.422
妇产科 2.745 1.056 0.070 2.600 0.009
月收入 0.711 0.226 0.087 3.150 0.002
聘用形式 -1.074 0.517 -0.056-2.076 0.038
团队获奖 0.260 0.313 0.022 0.831 0.406
新技术 -0.501 0.444 -0.031-1.130 0.259
神经质 -0.023 0.031 -0.022-0.738 0.461
严谨性 0.361 0.055 0.244 6.508 <0.001
宜人性 -0.069 0.057 -0.042-1.215 0.225
开放性 0.323 0.047 0.251 6.907 <0.001
外向性 0.191 0.046 0.141 4.148 <0.001

  注:自变量赋值,性别男=1,女=2;科室以其他为参照设置哑变

量;月收入<6
 

000元=1,6
 

000~元=2,8
 

000~元=3,≥10
 

000元=

4;聘用形式合同制=1,人事代理或编制=2;团队获奖1次=1,2次=
2,3次及以上=3;新技术无=0,有=1。第1层R2=0.061,调整R2=
0.051,F=6.257,P<0.001;第2层R2=0.313,调整 R2=0.302,

F=29.892,P<0.001。

3 讨论

3.1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处于较

高水平 本研究中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得分为

(38.72±8.1)分,高于临界值33分[12],高于有关研

究[17-20]对 护 士 的 调 查 结 果,也 高 于 Wang等[3]对

1
 

223名国内三级医院具有硕士及博士学位护士的调

查结果,其原因可能为一方面我国选拔护士长的主要

来源是承担临床一线护理工作的业务骨干和能手,与
一般护士相比业务水平和能力更加突出,受到各个管

理层级及领导的重视,护士长在工作中体现了自身的

价值,对职业生涯成功感感知较高;另一方面护士长

外出参加培训和学习交流的机会多于临床一线普通

护士,更有利于其拓宽职业发展方向,提高自我价值

感,有助于其职业满意度及成就感的提高。本研究护

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得分略低于李光琴等[21]对湖南

省三甲医院护士长的调查结果,说明不同地区的护士

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可能存在差异,可能与我国不同省

份经济发达水平、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医疗保障体

系、医疗诊疗救治水平、绩效考核制度存在差异有关。

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工作环境、医院规模、地域对护

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的影响。
3.2 人格特质对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的影响 本

研究中,护士长人格特质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宜人性、严谨性、开放性、外向性、神经质。其中严谨

性、宜人性得分在理论均值得分36分以上[22],神经

质、外向性、开放性3个维度得分低于理论均值,与国

外对护士长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23-24]结果一致。护

士长面对的人群具有特殊性,不仅包括护士、医生,还
有患者、家属等,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和人际关系敏感性,才能得到医护患的满意,得到上

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为自己及团队赢得更多的机

会。因此,作为护理团队的引领者,大多数护士长情

绪稳定,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待人友善,工作严谨、
认真,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如因情绪不稳定和焦虑等

特征可能会降低工作表现,阻碍有效的护理管理[25]。
本研究结果显示,人格特质各维度均与职业生涯成功

感有显著相关性,其中神经质人格与职业生涯成功感

呈负相关,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人格与职

业生涯成功感呈正相关(均P<0.05)。研究结果支

持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成功感的直接影响作用及预

测作用[26-28]。但控制人口学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发现,神经质、宜人性未进入方程,严谨性、开放性、外
向性人格是职业生涯成功感的影响因素(均 P<
0.05)。与多项研究结果相一致[29-30]。乐观开朗、善
于与人沟通,对工作有责任心的护士长,善于运用各

种沟通技巧与员工谈心,更容易取得员工的信任,了
解员工的真实想法,也就更能适应工作。情绪稳定、
有活力、主动的、负责任的、严谨的、具有创造力的护

士长,具有更高水平的支配性和活动特征,会积极争

取各种机会,主动并积极提高自己和团队的水平,以
增强组织内外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在组织中实现目

标,以此提高职业生涯成功感。提示需重视对护士长

的人格特质管理,制订护士长人格发展计划,帮助护

士长实现自身的发展。应采取措施预防和早期发现

消极的情感反应,通过心理训练、指导督导等方式不

断减少消极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成功感的负性影响。
其次,在选拔护士长时可进行人格特质调查,根据护

士长的人格特质类型合理安排任职。同时要注意培

养护士长具有高严谨性、低神经质的特质,帮助护士

长更好地实现职业发展和取得职业成功。作为护士

长,在注重自己业务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应注重自身

人格特质的培养,不断培养积极人格,使自身的人格

特质更好地契合临床护理管理工作的要求。
4 小结

四川省三甲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处于较

高水平,人格特质对职业生涯成功感有影响。医院可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加强护士长积极人格的培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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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在组织内成长并实现职业成功,保证护理质量

和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本研究未能探讨不同等级

医院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医院

等级、性质及规模等因素对护士长职业生涯成功感的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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