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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在职场适应度与人文执业能力间的中介效应

史新华1,李巧巧2,刘彦2,侯铭1

摘要:目的
 

探讨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在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能力间的中介效应,为护理教育者提高实习护生人文执业能力提

供依据。方法
 

采用临床归属感量表、护士职场适应度量表、护士人文执业能力测评量表对300名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结果
 

实习

护生临床归属感总分(103.65±18.46)分,职场适应度总分(67.58±12.24)分,人文执业能力总分(108.78±18.03)分。实习护生

临床归属感、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能力三者之间呈正相关(均P<0.05),临床归属感在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能力间中介效应

占比为61.52%。结论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在职场适应和人文执业能力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通过提高实习护生的临床归属感

及职场适应度,提高其人文执业能力。
关键词:实习护生; 临床教学;

 

 临床归属感; 职场适应; 人文执业能力; 人文关怀; 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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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linical
 

sense
 

of
 

belonging
 

between
 

workplace
 

adaptation
 

and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nursing
 

educators
 

to
 

improve
 

the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Methods
 

A
 

total
 

of
 

300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Belongingness
 

Scale-Clinical
 

Placement
 

Experience
 

(BES-CPE),
 

Nurses'
 

Workplace
 

Adaptability
 

Scale
 

(NWAS)
 

and
 

the
 

Nurses'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Measurement
 

Scale.Results
 

The
 

score
 

of
 

BES-CPE,
 

NWAS
 

and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among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
 

were
 

103.65±18.46,
 

67.58±12.24,
 

and
 

108.78±18.03,
 

respectively.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sense
 

of
 

belonging,
 

workplace
 

adaptability
 

and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of
 

intern
 

nursing
 

students
 

(all
 

P<0.05),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linical
 

sense
 

of
 

belonging
 

between
 

workplace
 

adaptability
 

and
 

humanistic
 

practice
 

competence
 

was
 

61.52%.Conclusion
 

Clinical
 

sense
 

of
 

belonging
 

of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workplace
 

adaptation
 

and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and
 

humanistic
 

practice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clinical
 

sense
 

of
 

belonging
 

and
 

workplace
 

adapt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
Keywords:

 

clinical
 

nursing
 

interns;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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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nging; workplace
 

adaptation; humanist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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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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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人文执业能力是指护理人员在提供医疗护

理服务过程中将人文关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技巧,包
含人文关怀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5个维度[1],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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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护理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2]。随着医疗服务模

式的发展,社会对护士人文关怀要求逐渐提高,护理

人文关怀在健康服务系统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

可[3]。护生是我国护理事业的储备力量,关注其人文

执业能力对我国护理行业发展、个人职业发展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有研究显示,人文关怀行为与护士职

场适应度呈密切正相关[4]。职场适应度是指在工作

中对相关环境的规范适应能力、胜任工作能力和建立

和谐人际关系的能力[5]。良好的职场适应度可缓解

护理人员的不良情绪[6],提升其沟通能力[4]和人文执

业能力。临床归属感是指医护人员(包括医学生)在
临床环境中被群体接纳、关注和支持等得到满足,以
及自身价值与群体感受一致[7-8]。有研究显示,临床

归属感与职场适应度显著相关[9]。此外,临床归属感

对护生自我管理能力及心理调适能力等人文执业能

力维度也能产生积极影响[1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职场适应度可通过影响临床归属感促进护生的

人文关怀职业能力的提升。因此,本研究调查实习护

生的临床归属感、职场适应度、人文执业能力现状,并
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Process程序对本研究提

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期为提高护生人文执业能

力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采用便利

抽样法选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实习的护

理专业本科及大专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完

成大专或本科全部护理专业理论课程;②处于实习中

期(实习第4~6个月);③阅读理解能力正常,能顺利

完成问卷调查;④自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准:调
研期间不在岗,资料不全或中途退出者。依据 Ken-
dall的样本估算方法[11],变量的10~20倍为样本数

量,本研究共涉及19个变量,考虑到10%的无效问

卷,本研究样本量应为212~423。本研究纳入实习

护生300人。其中女生249人,男生51人;年龄18~
24(21.71±1.39)岁;大专学历129人,本科171人;
在户籍所在地实习90人,不在户籍所在地实习210
人;独生子女80人,非独生子女220人;学生干部136
人,非学生干部164人;自愿选择护理专业229人,被
调剂或听从父母安排71人;实习结束后,计划成为执

业护士267人,无计划33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包括

性别、年龄、学历、是否在户籍所在地实习、是否为独

生子女、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自愿选择护理专

业、实习期结束后是否计划成为执业护士8项基本信

息。②临床归属感量表(Belongingness
 

Scale-Clinical
 

Placement
 

Experience,BES-CPE)。由 Levet-Jones
等[12]编制,王惠萍等[13]翻译修订,其中条目6不属于

任何维度,其余各条目分布在自尊(11个条目)、沟通

(6个条目)、效能(8个条目)3个维度共计26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5分为“很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总分26~130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临

床实习归属感越高。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889,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③
护士职场适应度量表(Nurses'

 

Workplace
 

Adaptabi-
lity

 

Scale,NWAS)。由Fujimoto等[14]编制,刘丽丽

等[15]翻译汉化,包括工作环境与氛围(11个条目)、与
上司的关系(4个条目)、业务自主(2个条目)3个维

度17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1~5分,总分为17~85分,
得分 越 高 表 明 护 士 职 场 适 应 度 越 好。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89,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为0.946。④护士人文执业能力测评量表。由

颜海萍[1]编制,该量表包含人文关怀实践能力(10个

条目)、人际沟通能力(6个条目)、自我管理能力(3个

条目)、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3个条目)和心理调适

能力(4个条目)共5个维度2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赋1~5
分,总分26~130分,分数越高表示护士人文执业能

力越好。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3,本研究

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88。
1.2.2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
卷网生成二维码,发放在实习护生钉钉管理群,邀请

实习护生进行填写。问卷首页设置明确的填写指导

语,告知被调查者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用途、注意

事项。设置问卷填写权限,同一IP地址仅能有效填

写1次。每个条目均设置为必答项,避免漏填,剔除

有明显填写规律的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8
份,收回有效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为91.46%。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

输入及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采用(x±
s)描述,计数资料以频数、构成比描述,采用Pearson
相关性分析进行变量之间关系分析,使用Process程

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

能力得分 见表1。
2.2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

能力的相关性 职场适应度与临床归属感、人文执业

能力呈正相关(r=0.549、0.492,均P<0.001)。临

床归属感与人文执业能力呈正相关(r=0.655,P<
0.001)。
2.3 中介效应检验 以职场适应度为自变量,临床

归属感为中介变量,人文执业能力为因变量建立中介

效应模型,采用Bootstrap法对样本进行5
 

000次重

复抽取。中介效应模型图见图1。Bootstrap中介效

·09·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Oct.
 

2024 Vol.39 No.19



应检 验 中,间 接 效 应 值 为 0.446,95% 置 信 区 间

(0.262,0.643)不包含0,间接效应成立,临床归属感

在模型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临床归属感的效应占比

为61.52%,见表2。
表1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职场适应度和人文

执业能力得分(n=300) 分,x±s

项目   条目均分 总分

临床归属感 3.99±0.71 103.65±18.46
 自尊 4.05±0.74 44.58±8.19
 沟通 3.72±0.83 22.31±5.00
 效能 4.07±0.71 32.60±5.65
职场适应度 3.98±0.72 67.58±12.24
 工作环境与氛围 4.20±0.72 46.15±7.93
 与上司的关系 3.54±1.07 14.17±4.27
 业务自主 3.63±0.98 7.27±1.97
人文执业能力 4.18±0.69 108.78±18.03
 人文关怀实践能力 4.21±0.70 42.05±6.98
 心理调适能力 4.22±0.72 16.89±2.89
 人际沟通能力 4.18±0.71 25.11±4.27
 自我管理能力 4.04±0.75 12.13±2.25
 法律与伦理实践能力 4.20±0.71 12.61±2.14

!"#$%

&'() *+,-./

0.794

0.279

0.562

图1 中介作用检验路径图

表2 Bootstarp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关系 β SE
95%CI

上限 下限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0.725 0.074 0.579 0.871 100.00
直接效应 0.279 0.076 0.130 0.427 38.48
间接效应 0.446 0.097 0.262 0.643 61.52

3 讨论

3.1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

能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中实习护生临床

归属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分值高于陶燕娜等[16]的

研究结果。原因可能与学历有关,本研究中本科护生

占比较高,高学历护生经过更深入的专业学习和研

究,对护理领域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更易受到护

理管理者的重视与认可,因此产生较强的临床归属

感。本研究中沟通维度得分最低,与 Xiong等[17]研

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实习护生在实习期间缺乏团

队融入感,与团队沟通存在隔阂,不能灵活应对多种

风格的同事和患者;此外,对于陌生的环境,护生沟通

较为拘谨,专业知识掌握不全面,不能很好地为患者

进行疑难解答,导致自信心缺乏;实习期间工作繁忙,
没有足够时间与同事、老师进行细致有效的沟通。建

议护理管理者营造良好的科室氛围,对实习护生热情

接纳,给予正面反馈,对优点鼓励支持,并指出其临床

工作中需要改善的地方;对于不同的沟通对象教授不

同的沟通技巧,提高其沟通能力。
  本研究显示,实习护生职场适应度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与季晓红等[4]研究结果相同,其中与上司的关

系维度得分相对较低。原因可能是实习护生刚入职

场,新的人际关系与以往教育阶段不同,不善于主动

沟通交流;在工作流程、操作规范等方面缺乏经验,不
能很好地配合,在面对新环境和新任务的压力时,表
现得较为紧张或焦虑,容易出现一些不符合带教老师

或护理管理者期望的行为,因此导致该维度得分最

低。提示护理管理者及带教老师一方面应及时关注

护生心理变化,鼓励沟通,给予其心理支持;另一方面

应帮助护生融入护士角色,如通过小讲课、团队活动、
课程培训等措施,促进护生适应护理职业环境。

本研究显示,实习护生执业能力总分(108.78±
18.03)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自我管理能力维

度得分最低,与张玲等[18]研究结果一致。自我管理

能力结构包括自我认知、计划、教育、控制4个方

面[19],护生从在校学生到临床护理工作者的角色转

变过程中,尚未完全适应新的身份和责任,不能很好

地进行自我认知和定位。护生对实习期间的个人目

标及职业规划不够清晰,导致缺乏自我管理的内在动

力,面对工作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等可能产生焦虑、
紧张等情绪,导致自我管理效能降低,进而影响护生

人文执业能力水平。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对护生给予

鼓励支持,发挥护生主观能动性,在实习过程中体现

个人价值感,引导护生定期进行自我反思和总结,从
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此外,应加强护生在人

文执业能力方面的知识培训,并鼓励他们主动学习,
同时,应邀请优秀的带教老师分享经验和见解,以帮

助护生树立合理的职业目标和规划,从而提高其自我

管理能力和人文执业水平。
3.2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和职场适应度对人文执业

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职

场适应度对人文执业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P<
0.05)。职场适应度可直接影响人文执业能力。分析

原因可能是:良好的职场适应能力,可直接影响工作

效率和质量[6],在积极的团队氛围中通过实践、观察、
体验可促进对人文关怀的感悟,将人文执业能力逐渐

潜移默化,并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出来[20]。实习护生

临床归属感对人文执业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P<
0.05)。归属感高的护生在临床环境中更易被群体接

纳和 尊 重,收 获 更 高 的 自 我 效 能,增 强 职 业 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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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21],减少职业倦怠感,提高人文执业能力水平。
3.3 实习护生临床归属感在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

能力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归属

感在职场适应度和人文执业能力中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占总效应的61.52%,说明护生临床归属感是职

场适应和人文执业能力间的重要中介变量。职场适

应度是实习护生成功融入工作环境的关键,职场适应

度高的护生,适应工作环境能力强,可以掌握较扎实

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同时在心理上能更好地适应工作

压力,从而获得更高的临床归属感。临床归属感的增

强能够激发实习护生的内在动机,且与护生临床实践

行为表现呈正相关[21],当护生感到被包容、被支持、
被重视的高归属感时,会拥有高质量的临床实践能

力[22],其中人文关怀实践能力是临床实践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护士在与患者接触、执业过程中最直

接的行为能力。因此,归属感高的护生拥有更好的人

文执业能力,而良好的人文执业能力是为患者提供更

优质的人文关怀护理服务的基础和保证,提示临床护

理管理者可通过提升护生的临床归属感促进护生人

文执业能力的提升。

4 结论
本次研究显示,临床归属感在职场适应度和人文

职业能力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提升护生临床归属感

和职场适应度,可提高人文执业能力,促进护理事业

的发展。本研究仅选取1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实习护

生,样本代表性有限,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期待

未来开展多中心纵向研究,探索更多关于人文职业能

力的影响因素,为采取科学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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