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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提升实习护生群体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提

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量表和心理资本量表对湖南省5所医院535名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总分为(24.27±6.64)分,心理资本总分(101.44±18.03)分;分层回归显示,获奖经历、兴趣与

专业的匹配程度、医院氛围及敏感人格对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产生影响(均P<0.05),心理资本可独立解释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31.5%的变异。结论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较高,受多种因素影响,心理资本可正向影响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教师和护理管理者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护生心理资本,进而提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稳定和发展护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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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of
 

nursing
 

interns,
 

and
 

pro-
vide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of
 

nursing
 

interns.Me-
thods

 

A
 

total
 

of
 

535
 

nursing
 

interns
 

from
 

5
 

hospital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
naire,

 

the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was
 

(24.27±6.64)
 

points,
 

and
 

the
 

total
 

scor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101.44±18.03)
 

points.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award-winning
 

experience,
 

the
 

matching
 

degree
 

of
 

hobbies
 

and
 

college
 

major
 

selection,
 

hospital
 

atmosphere,
 

self-
evaluation

 

of
 

adaptation
 

in
 

hospital
 

and
 

sensitive
 

personality
 

had
 

influence
 

on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of
 

nursing
 

interns
 

(all
 

P<
0.05);

 

psychological
 

capital
 

alone
 

could
 

independently
 

explain
 

31.5%
 

of
 

the
 

total
 

variation
 

of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Conclusion
 

Nursing
 

interns
 

have
 

a
 

high
 

level
 

of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which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Psychological
 

capital
 

can
 

posi-
tively

 

affect
 

the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of
 

nursing
 

interns.Teachers
 

and
 

nursing
 

managers
 

are
 

suggested
 

to
 

take
 

effective
 

mea-
sures

 

to
 

impro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nursing
 

intern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and
 

finally
 

stabilize
 

and
 

develop
 

the
 

nursing
 

wor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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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

对自己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效验性的一种自我判断,
可以使个体产生驱动力[1]。我国“十四五”期间护理

事业重点发展领域和路径思考指出:要完善人才激励

及培养制度,促进护理人才的培养,提升护士科学知

识和实践技能。意味着护理管理者需提升科学管理

水平,护士需进一步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工作积极性

和效能感[2]。自我效能感越强,越能够以更自信的心

态去完成工作任务[3]。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是促进

员工更宽泛提升工作积极性的动力,相比一般性效能

感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4]。目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企业员工及护士,未曾涉及实

习护生。护生作为未来护理工作的主力人员,探究其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对促进护理事

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调查实习护生角色

宽度自我效能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其角色宽

度自我效能相关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2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湖

南省5所三甲医院的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四年制,2022届毕业本科护生;②实习时

长≥3个月;③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既往

有精神疾病史;②曾在其他医院参加实习。样本量按

照条目数57×(5~10)、考虑10%样本脱落率[5]计算

为317~634,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35名。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根据研究目的及文献回顾

所设定,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地址、是否为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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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敏感人格、专业课成绩水平等。
1.2.2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测量量表 由Parker[6]开
发、Chen[7]翻译修订。该量表为单维度7个条目。每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总分范围7~35分,分数

越高表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越高。该量表Cronbach'
s

 

α系 数 为 0.920,本 研 究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960。
1.2.3 心理资本量表(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
tionnaire,PCQ) 采用中文版心理资本量表,包括自

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4个维度共24个条目,每个

维度各包含6个条目[8]。条目采用6级评分法,由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予1~6分,条目

13、20、23为反向计分,总分24~144分,得分越高代

表被试者心理资本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2,本研究Cronbach's
 

α系数为0.966。
1.3 调查方法 与各医院护理部取得联系,获得同

意和支持,由研究者采用电子问卷形式调查。实习护

生扫描二维码登录,问卷首页说明研究目的、意义及

填写要求,自愿参与调查。问卷每个条目均设置为必

答题,每个IP地址仅能填写1次。问卷于2022年8
月5日发放,10月11日截止,共收集电子问卷569
份,剔除无效问卷(空缺、遗漏或答案呈明显规律性,
填写时间<3

 

min)34份,有效问卷535份,有效率为

94.0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描述;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与心理资本的相

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分

析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及心理资本得分 
见表1。
表1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及心理资本得分(n=535)

x±s

项目 得分 条目均分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24.27±6.64 3.46±0.94
心理资本总分 101.44±18.03 4.22±0.75
 自我效能 26.54±6.29 4.42±1.04
 希望 26.30±6.16 4.38±1.02
 韧性 24.31±4.00 4.05±0.67
 乐观 24.28±3.99 4.04±0.66

2.2 不同特征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见表2。
2.3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相关

性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总分及自我效能、希望、韧性、
乐观各维度得分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呈正相关(r=

0.669、0.696、0.654、0.566、0.362,均P<0.05)。
表2 不同特征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性别 1.102 0.272
 男 112 24.97±7.84
 女 423 24.08±6.28
年龄(岁) 0.061 0.941
 19~<22 406 24.22±6.62
 22~<24 110 24.47±6.15
 24~25 19 24.21±9.63
户籍地址 1.826 0.069
 城市 169 25.08±7.31
 农村 366 23.89±6.28
独生子女 2.429 0.016
 是 178 25.31±7.35
 否 357 23.75±6.20
专业课成绩水平 6.438 <0.001
 优秀 87 26.80±7.99
 良好 265 24.25±5.86
 中等 160 23.57±6.41
 及格 22 19.77±8.05
 不及格* 1 21.00
职业认同 3.690 0.026
 不认同 38 22.71±10.51
 不确定 154 23.39±5.92
 认同 343 24.84±6.34
敏感人格 7.279 <0.001
 没有 122 25.60±7.93
 偶尔 311 24.58±5.72
 经常 75 21.45±6.37
 总是 27 22.48±8.46
大学期间获奖经历 4.857 <0.001
 有 188 26.19±6.97
 无 347 23.23±6.22
兴趣与专业匹配程度 33.868 <0.001
 匹配 140 27.91±6.77
 一般 317 23.29±5.82
 不匹配 78 21.74±7.01
医院氛围 18.128 <0.001
 融洽 364 25.35±6.58
 一般 159 22.23±5.99
 压抑 12 18.41±7.50
在医院适应情况的 14.115 <0.001
自我评价

 非常好 87 27.20±6.95
 良好 281 24.58±5.74
 一般 134 21.29±24.58
 较差 8 21.75±9.75
 差 25 27.44±10.44

  注:*不纳入统计分析。

2.4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总均分作为因变量进

行分层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第1层放入

实习护生一般资料中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

量,第2层引入心理资本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有敏感人格(赋值:没有=1,偶尔=2,经常=3,总
是=4)、获奖经历(赋值:有=1,无=2)、兴趣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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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程度(赋值:匹配=1,一般=2,不匹配=3)、医
院氛围(赋值:融洽=1,一般=2,压抑=3)及心理资

本(原值代入),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

分层回归分析(n=535)

项目 β SE β' t P

第1层

 常量 4.880 0.298 16.362 <0.001
 敏感人格 -0.180 0.051 -0.143 -3.539 <0.001
 获奖经历 -0.184 0.088 -0.093 -2.089 0.037
 兴趣与专业匹配程度 -0.293 0.067 -0.194 -4.387 <0.001
 医院氛围 -0.234 0.079 -0.128 -2.969 0.003
 自我评价 0.096 0.046 0.092 2.063 0.040
第2层

 常量 1.397 0.304 4.599 <0.001
 敏感人格 -0.083 0.040 -0.066 -2.052 0.041
 获奖经历 -0.159 0.069 -0.080 -2.292 0.022
 兴趣与专业匹配程度 -0.166 0.053 -0.110 -3.133 0.002
 医院氛围 -0.132 0.062 -0.072 -2.117 0.035
 心理资本 0.765 0.042 0.606 18.051 <0.001

  注:第1层,R2=0.179;F=14.368,P<0.001。第2层,R2=0.494,

△R2=0.315;F=56.862,P<0.001。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处于较高水平 本研

究结果显示,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总分为(24.27±
6.64)分,高于中间值17.5分,处于较高水平。也高于

朱崇宽等[9]研究结果,这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
朱崇宽等[9]研究对象为临床在岗护士,其面临着沉重

的临床工作任务,同时需要拓展科研、管理、教学等多

领域工作内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和消极回避的职业态

度,而护生在实习阶段更乐于主动承担更宽泛的工作

内容。本研究所调查护生的实习场所均为三甲综合

性医院,其实习环境、教学氛围更浓厚,护生更愿意主

动学习和探索新知识新技能,因此,相对于护士其角

色宽度自我效能更高。与彭一航等[10]的研究结果一

致。本研究中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仍有上升

空间,护理教育者应分析其影响因素,采取针对性干

预措施,提升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促进其护理职

业发展。
3.2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影响因素

3.2.1 护生敏感人格、获奖经历、兴趣与专业的匹配

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非敏感人格、有获奖经历、兴
趣与专业相匹配的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更好

(均P<0.05)。敏感人格较少的实习护生,对于实习

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与带教老师交流沟通更轻

松,更容易化解与把控学习工作中困难问题[11]。有

获奖经历的实习护生,更注重自身素质能力培养,在
专业学习、社会实践、学科竞赛、第二课堂等方面参与

度更高,易塑造较为积极的职业认同感。兴趣与专业

匹配的实习护生,就会更持续专心地钻研专业知

识[12],从而自我效能感更强。因此,护理教育者可通

过变革教学方式、创造愉悦的学习环境等方法培养护

生的学习兴趣。应重视实习护生的心理活动,加强护

生素质及能力培养,提升其自我效能。
3.2.2 医院氛围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对科室整

体氛围评价越高则其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越好(P<
0.05)。护理工作存在风险高、压力大等特点,加之长

期面对病患,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进而导致角色效能

感。Pearcey等[13]提出科室工作氛围会对护生的相

关专业认同感产生影响,积极友好的工作氛围可以加

深其对护理职业的坚定信念,较好的实习工作和生活

环境能推进实习护生逐步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

就业观,更加深化对护理职业的喜爱和归属感,降低

职业疲倦和懈怠。因此,教师和护理管理者应努力创

造进取向上的工作氛围,组织开展团建活动、建立有

效沟通渠道等方式增强护生归属感。对于实习初期

的护生,尚无法独立解决工作突发事件,情绪波动大,
应重点关注护生的情绪状况,积极协助其减轻压力,
进一步提升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
3.2.3 心理资本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心理

资本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呈正相关(P<0.05),提示

心理资本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变化趋势一致[14]。心

理资本 可 独 立 解 释 实 习 护 生 角 色 宽 度 自 我 效 能

31.5%的变异,说明心理资本越高的实习护生,其角

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心理资本由自我效能感

(即自信)、希望、乐观、坚韧性等心理要素构成,反映

个人心理状态。心理资本水平较高的实习护生其心

态乐观、积极向上,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有一定的应激

能力,且事后能保持较好的心态,有较强的发展能力

和任务感知能力[15],所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高。
提示教师和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对实习护生心理资本

的评估,采取多种积极措施鼓励实习护生感知角色外

的任务并付诸实践,提升护生心理资本水平,进而提

升其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4 结论
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处于较高水平,但仍

有提升空间。护生获奖经历、兴趣与专业的匹配程

度、医院氛围、心理资本及敏感人格对其自我效能产

生影响。教师和护理管理者可采取营造良好氛围、减
轻负担、增强归属感、疏导情绪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实

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本研究局限性为单

中心的横断面研究,未能反映实习护生各个阶段的角

色宽度自我效能水平,未来可开展多中心研究探索有

效策略,进一步提升实习护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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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是评判性思维的一种呈现,研究组评判性思维和

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对学习起到正向促进作用[16],有
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综上所述,基于建构主义的教考联动模式能有效

培养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教

学效果。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只在内科护理学教

学中进行,有待今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实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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