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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临床护理教师专业发展力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订针对性的临床护理教师专业发展培养方案提供参考。方法
 

采

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3-8月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教育者专业发展量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量表,对6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475名临床护理教师进行调查。结果
 

临床护理教师专业发展力总分为(82.23±5.82)分,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总分为(45.71±
6.88)分。文化程度、生育情况、医院教学氛围、护士长支持力度、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是临床护理教师专业发展力的影响因素(均

P<0.05)。结论
 

临床护理教师专业发展力处于中等水平,影响因素较多。建议管理者重视临床护理教师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促进其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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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level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mong
 

clinical
 

nursing
 

mentor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targeted
 

training
 

programs.
 

Methods
 

A
 

convenience
 

sample
 

of
 

475
 

clinical
 

nursing
 

mentors
 

from
 

six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were
 

surveyed
 

using
 

a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naire,
 

the
 

Educato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ment
 

Scale.
 

Results
 

The
 

sample
 

scored
 

(82.23±5.82)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45.71±6.88)
 

for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ment.
 

Education
 

level,
 

fertility
 

status,
 

teaching
 

atmosphere
 

in
 

the
 

hospital,
 

head
 

nurse's
 

support,
 

and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ment
 

level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fessional
 

deve-
lopment

 

in
 

clinical
 

nursing
 

mentors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mentors
 

is
 

at
 

a
 

moderate
 

level,
 

and
 

affected
 

by
 

several
 

factors.
 

It
 

is
 

suggested
 

that
 

managers
 

should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career
 

manage-
ment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nursing
 

men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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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与实践、接受教育与培

训的职业。为了能更有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护

理教学,临床护理教育者(Clinical
 

Nurse
 

Educator,
CNE)这一角色应运而生[1]。1989

 

年,乔治城大学医

院率先在美国设定了CNE的角色。随着医疗卫生保

健复杂性的增加,CNE的角色作用也在不断演变。
美国护理协会近年来对此提出更高要求:CNE在学

习活动中扮演促进者、变革推动者、顾问、领导者或研

究人员的角色[2]。我国CNE通常由临床护士承担,
其主要职责是承担护理专业学生实习教育、新护士入

职教育、在职护士继续教育等职能,通常被称之为临

床护理教师。尽管CNE在各国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职

能和名称存在差异,但其核心职责普遍涵盖教育、护
理管理支持以及引领科研成果应用三大领域[3]。随

着CNE角色内涵的演变及丰富,对其专业能力也相

应提出更高的要求。CNE自身具备高水平的专业发

展力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临床护理教育质量,也关

系到护士队伍的发展和护理质量的提升。教育者专

业发展力即专业发展内驱力,是指教育者内心深处对

于专业发展的自觉、自愿、主动意识[4-5]。目前对于

CNE持续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专业能

力、管理资源、沟通协作等方面[6-7],较少关注CNE自

身专业发展力,即自身教学、管理、科研、人文、职业发

展等综合能力发展需求及内驱力。因此有必要全面

评估我国CNE的专业发展力。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为被理解为个体与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分析临床教育者专业发

展影响因素时,除了需要考虑个人层面的因素,还必

须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包括个体所处的组织环

境因素[8]。另外,组织发展理论也提出可以通过组织

规划、员工培训和发展、领导和管理发展、团队发展、
组织文化等组织变更及发展来提升组织效果。护士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是指医疗机构对护士进行的职业

规划、发展和评价等方面的管理支持。既往相关研究

发现,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作为医院系统层面重要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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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护士的个人职业心理状

态[9-10]。因此,本研究调查医院CNE专业发展力现

状,探讨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旨
在为护理管理者如何培养临床教育者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3-8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湖

北、湖南、浙江、山西、四川、河北6省中6所综合性三级

甲等教学医院的临床带教老师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

准:从事临床护理工作≥3年的在职注册临床护士;从
事临床带教工作(经过医院培训、考核及认证获得相关

资质证书的教育护士或临床带教护士),具有1年及以

上临床带教经验;对本次调查知情同意。排除标准:调
查期间外出学习或进修;休病假、产假。样本量计算:
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样本量为变量个数的10倍

原则[11],研究纳入的变量数为12个,考虑20%的无效

问卷,估计所需样本量为150。最终有效调查475人,
男16人,女459人;年龄25~50岁,其中<30岁206
人,30~45岁249人,>45岁20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研究者自行

设计,包括性别、年龄、从事护理工作年限、文化程度、
生育情况、月收入、担任CNE年限、医院教学氛围、医
院是否提供护理教育专项进修学习机会、护士长支持

力度、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开展临床教学工作。②教育

者专业发展量表(Educators'
 

Professional
 

Develop-
ment

 

Scale)。由Koskimäki等[12]于2020年研制,该
量表最初旨在评估社会和卫生保健教育者的持续专

业发展能力。中文版量表由邢英姿等[4]汉化并在护

理人员中检验信效度。包含提升教育学方面的能力

需求(10个条目)、发展学科能力的需要(9个条目)及
在专业发展中的领导力(7个条目)3个维度26个条

目。条目采用4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

同意”分别计1~4分,总分26~104分,得分越高代

表CNE 的专业发展力水平越高。中 文 版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77,重测信度为0.861,内容

效度为0.912。③组织职业生涯管理量表。由龙立

荣[13]编制。包括公平晋升(4个条目)、提供职业信息

(4个条目)、注重培训(4个条目)和职业自我认识(4
个条目)4个维度16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1分

为“非常不符合”,4分为“非常符合”,总分16~64
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人感受到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状

况越好。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0,内容

效度为0.893。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进行调研。对被调查

医院护理部主任致调研函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意
义、填写方法,征得同意后,由护理部主任指派医院教

学护士长作为调查人员,接受统一培训后使用统一指

导语向所在医院CNE微信群发放调查问卷。问卷调

查为匿名方式,遵循自愿原则。每台设备限答1次,
每项设置必答。回收490份问卷,排除明显规律作

答、填写逻辑不符、作答时间过短的无效问卷15份,
有效问卷475份,有效回收率为96.94%。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以(x±s)描述,采用两

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变量之间

的相关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CNE专业发展力

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进行分析。检验

水准α=0.05。

2 结果

2.1 CNE专业发展力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得分及

其相关性 见表1。CNE专业发展力与组织职业生

涯管理得分呈正相关(r=0.800,P<0.001)。
表1 CNE专业发展力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得分(n=475)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专业发展力 82.23±5.82 3.16±0.22
 提升教育学方面的能力需求 32.35±4.85 3.24±0.49
 发展学科能力的需要 28.99±1.60 3.22±0.18
 在专业发展中的领导力 20.89±1.51 2.98±0.22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45.71±6.88 2.86±0.43
 公平晋升 11.33±2.29 2.83±0.57
 提供职业信息 10.95±1.68 2.74±0.42
 注重培训 12.93±1.60 3.23±0.40
 职业自我认识 10.50±2.08 2.63±0.52

2.2 CNE专业发展力的单因素分析 见表2。
2.3 CNE专业发展力的多因素分析 以CNE专业

发展力总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8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α入 =0.05,α出 =0.10。结果文化程度

(中专=1,大专=2,本科=3,硕士及以上=4)、生育

情况(以无子女为对照设置哑变量)、医院教育氛围

(一般=1,较好=2,非常好=3)、护士长支持力度(一
般=1,较支持=2,非常支持=3)及组织职业生涯管

理(原值输入)进入回归方程,见表3。

3 讨论

3.1 CNE专业发展力及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现状分

析 本研究显示,CNE专业发展总分为(82.23±
5.82)分,处于中等水平,低于国外文献[14-15]调查结

果,CNE专业发展力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究

其原因,可能与目前国内各级医院CNE往往身兼护、
教、研数职,无暇兼顾教学专业内涵的提升有关。同

时,国外部分国家临床护理教育已经从继续教育发展

到员工发展,再到现在的护理专业发展[16],而国内大

部分医院仍停留在继续教育阶段,因此导致大部分

CNE缺乏专业竞争力及专业内涵发展方向,无法达

到均衡发展。本研究中CNE对提升教育学方面的能

力需求得分最高,而在专业发展中的领导力得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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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说明CNE更多关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信

息化等基础临床教学能力的提升,而忽略了护理管

理、科研、人文、自身职业等方面的发展。提示我国护

理管理者需要基于CNE需求重点培养临床教育能

力,同时也需要加强CNE对自身护理管理、科研、人
文等综合能力的提升意识。

表2 CNE专业发展力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得分

(分,x±s)
统计量 P

性别 t=1.240 0.216
 女 459 83.56±4.32
 男 16 82.18±5.87
年龄(岁) F=0.960 0.384
 <30 206 81.89±5.73
 30~45 249 82.56±5.78
 >45 20 81.48±6.84
从事护理工作年限(年) F=2.091 0.125
 3~<4 22 80.76±5.04
 4~<10 336 82.57±5.82
 10~25 117 81.53±5.89
文化程度 F=50.002 <0.001
 中专 13 78.69±6.24
 大专 198 79.08±4.80
 本科 227 84.57±5.35
 硕士及以上 37 85.92±4.48
生育情况 F=161.418<0.001
 无子女 76 80.01±5.03
 1个 268 85.38±4.77
 2个 131 77.06±3.48
月收入(元) F=2.985 0.051
 <8

 

000 191 81.61±5.90
 8

 

000~12
 

000 261 82.45±5.93
 >12

 

000 23 84.16±3.67
担任CNE年限(年) F=45.462 <0.001
 <3 193 79.63±5.03
 3~<6 224 85.13±5.10
 6~<10 49 79.98±6.05
 ≥10 9 77.89±1.90
医院教学氛围 F=232.508<0.001
 一般 148 76.95±2.92
 较好 180 82.39±5.42
 非常好 147 87.34±3.30
护士长支持力度 F=241.979<0.001
 一般 137 76.88±2.89
 较支持 168 81.59±5.41
 非常支持 170 87.16±3.37
有足够的时间开展 t=17.472 <0.001
临床教学工作

 是 180 86.89±3.31
 否 295 79.38±5.19
医院提供护理教育 t=11.067 <0.001
专项进修学习机会

 是 118 86.81±3.23
 否 357 80.71±5.70

表3 CNE专业发展力的回归分析(n=475)

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61.323 1.851 33.122 <0.001
文化程度 0.774 0.234 0.089 3.314 0.001
生育情况(2个子女)-1.398 0.463 -0.107 -3.023 0.003
医院教学氛围 1.236 0.261 0.167 4.739 <0.001
护士长支持力度 1.616 0.244 0.223 6.622 <0.001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0.319 0.033 0.377 9.571 <0.001

  注:R2=0.748,调整R2=0.742;F=137.558,P<0.001。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CNE感受到的组织职业生

涯管理得分为(45.71±6.88)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低于臧爽等[17]对老年病房护士的调查结果。分析原

因,相较于临床护士,CNE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教学技能,还需要承担科研、学科建设等多重

任务,导致其职业定位和发展目标更加多元化和复

杂[18]。这可能与部分医院对于临床护理教学的重视

度不够,存在“忙护理、重科研、轻教学”的意识有关。
我国CNE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尚存在不足,如职业

发展路径不明确、晋升机制不完善、继续教育机会有

限等。提示医疗机构应重视CNE的组织职业生涯管

理,建立全面的职业生涯管理体系,以支持CNE的多

元发展需求。
3.2 CNE专业发展力受多种因素影响

3.2.1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专业发展力呈正相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得分越高,
CNE专业发展力得分也越高。医院及护理管理者越

重视CNE在医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其职业发展

有良好的规划,则CNE感知到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水平越高,更愿意在教学能力、学科发展能力方面提

升自己,其专业发展力越强。为了进一步加强组织职

业生涯管理,提高CNE专业发展力,医疗机构需要从

专业培训、职业认知、晋升体系三方面强化组织支持。
首先,建立健全临床护理师资培训体系,为CNE提供

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包括教育、管理、科研三方面综合能力;其次,
完善职业认知教育,引导CNE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

和发展方向,增强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最后,优化晋

升体系,确保CNE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路径和公平

的竞争环境,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3.2.2 个体因素 本研究显示,护理教育者的文化

程度、生育情况是影响CNE专业发展的个体因素,文
化程度越高的CNE专业发展力更高、生育2个孩子

的专业发展力相较于无子女的专业发展力更弱。分

析原因,文化程度越高的CNE能够更好地感知工作

带来的尊重与自豪,往往在自身基础能力得到初步提

升后,对教学软实力(教育学能力、学科发展能力、专
业发展领导力)等综合能力提升方面会有更高的需

求,亦会对自身发展具备更高的专业追求及职业素

养。相较于有2个孩子的CNE,尚未育有子女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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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更多的精力思考职业生涯规划及职业追求,愿意

投入到自身专业发展中,对自身专业发展有更多的关

注度[11]。因此,提示护理管理者在制订支持策略时,
应考虑个人背景因素。例如,对于具备较高学历的

CNE,可以提供更为深入和专业的培训机会,以满足

他们对知识深度和广度的需求,同时可以鼓励其参与

更高层次的教学研究项目,或者担任教学团队的领导

角色,以进一步提升其专业能力和领导力。对于有子

女的护理教育者,医院可考虑提供更为灵活的工作安

排,以帮助其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
3.2.3 组织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组织职业生

涯管理外,医院教学氛围、护士长支持力度亦是影响

CNE专业发展的独立影响因素。与Zlatanovic[19]研
究结果一致。积极的教学氛围能够激发CNE的教学

热情,使其更愿意投身于临床教育事业;护士长和管

理层重视并支持教学活动,为CNE提供进修学习机

会、必要的资源和时间,使护理教育者能更好地投入

到教学工作中,有助于护理教育者明确自己的职业目

标,激励其不断提升自我,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因

此,医疗机构可通过营造鼓励学习和创新的教学氛

围,提供进修学习机会,重视并支持教学活动,为
CNE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以推动护理

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CNE在专业发展力及组

织职业生涯管理方面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有效的组织

职业生涯管理有助于激发CNE的专业发展力,提升

临床教学质量。因此,管理者应营造良好的组织支持

氛围,帮助CNE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激发工作热情和

创造力。本研究调研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未来的

研究可以扩展到不同级别医院中的CNE,以比较不

同环境下专业发展力的差异,或探讨其他可能影响其

专业发展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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