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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男护生的专业认同感调查及培养思考

胡铭峡游元军

(川北医学院学生处；川北医学院行政办公室，四川南充637000)

·护理·

摘 要 调查发现本科男护生专业认同感较低，既有来自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因素，也有男护生自身对

专业的认识问题，如何培养男护生专业认同感，本文从社会舆论宣传、学校的专业思想教育、男护生优势3个维

度提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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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健康需求的增加以及护

理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涉足本由女性

独占鳌头的护理行业。无论是从临床护理、护理管

理、护理教育的角度，还是从护理科研的角度，护理

专业会因为男性的加入而更趋完善、更加合理，并

且有助于护理专业社会地位的提高[1]。男性从事

护理专业既有心理、生理的明显优势，又要面临来

自传统观念、社会、家庭各方面的压力。许多男护

．生尽管很看好护理行业的发展前景，但最终还是另

寻他路，致使护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护理人才的流

失。究其原因与男护生的专业认同感不强有关，护

生专业思想的确立不仅关系到他们在校的思想、学

习和生活，也关系到护理事业的未来发展和整个医

疗队伍的合理配置。本文通过对川北医学院护理

学院2010级本科男护生专业认同感的调查，了解

男护生的专业认同感情况并进行了分析，对加强男

护生的专业认同感的培养提出了思考。

1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川I北医学院护理学院2010级护理学专业10

个班的在校男护生共计44名，年龄17～22岁，平

均年龄18．45岁，学制为四年制本科生。

1．2 方法

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自行设计了问卷进行调

查，并且为了对部分问卷内容做进一步了解还随机

抽了数名男护生，对他们进行了个别访谈。问卷发

放前，首先对调查的内容进行详细解释，明确各项

问题的意思，要求答卷客观真实，以不记名方式独

立完成。当场发放问卷44份，当场回收有效问卷

44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0％。将数据输入计算

机用SPSS 10．0统计软件整理分析，进行描述性统

计。

2 结果

男护生专业认同感调查情况见表1。

表1 44名男护生专业认同感调查情况(n，％)

问题 是 否 不清楚

体是自愿报考护理专业的吗 ， 13(29．5)20(45．5) 11(25)

你考虑转专业或退学复读吗 28(63．6)lO(22．7)6(13．6)

你是否认为护理R是女性干的工作 26(59．1)18(40．9) O(0)

体是否认为男护生被人瞧不起、社会地位低 30(68．2)10(22．7)4(9．1)

你是否考虑毕业以后改行从事其他工作 33(78) 7(15．9)4(9．1)

休是否认为月护生比女护士有优势，发展前景更大23(52．3)14(31．8)7(15．9)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本科男护生专业认同感总

体较低。在高考填报志愿时，44名男生仅有

29．5％的人自愿报考护理专业，通过个别访谈得

知，其他学生一部分是听从父母的意见，考虑到目

前护理专业好就业，一部分是调剂到护理专业的。

如果入校后有机会转专业或者家庭经济条件允许，

63．6％的学生希望转到临床专业或重新参加高考，

尽管有40．9％的人认为护理不仅仅是女性干的工

作，护理行业要进一步发展，男护生的加入是必须

的，并且52．3％男护生看好自己的发展前景，但

68．2％的男护生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会很低，75％

的学生选择毕业后改行从事其他职业。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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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男护生专业认同感低的原因分析

专业认识不够深刻。在被调查的大多数男护

生眼里，护理工作专业技术含量低，而考虑到当前

严峻的就业形势，各大综合性医院都紧缺男护士，

学护理只为将来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从

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选择专业，对护理专业缺乏深

刻的认识和了解。殊不知护理工作不仅仅是打针

发药、执行医嘱、伺候病人，而是一项复杂而具有创

造性的工作。现在的护理模式是整体护理，护士工

作已从单纯的执行医嘱转移到为病人提供生理、心

理、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照顾[2]。护理的内涵是广泛

的，学好护理专业可以从事美容护理师、高级护理

师等与护理相关的其他工作，甚至是护理研究工

作，除了医院的常规病人护理之外，还有家庭护理、

老年护理、儿童护理、健康保健等。人们常说“三分

治疗七分护理”，医护人员本是一体，护士医生同为

救死扶伤，都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何来工作性质

的贵贱呢。

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影响。自南丁格尔

女士开创护理事业以来，护理工作带有典型的女性

色彩，无论是学校还是医院，护士都是女性占有绝

对优势，而“白衣天使”、“提灯女神”都是形容女护

士温柔娴熟的形象，似乎与男性无关。这种根深蒂

固的观念阻碍了男性把护理当做职业来选择。有

调查显示，护理专业男生比临床专业男生承受的社

会压力大，这种压力一方面来源于传统思想的影

响，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护理工作都由女性承担；

另一方面受社会偏见影响，认为混在女性世界里是

没有前途的，护理工作就是伺候人，认为很丢脸[3]，

会受到来自同事、朋友、家人的嘲讽和反对，然而护

理工作本身不存在性别的分工。

没有看清自身的发展优势。护理工作本身对

从业者并没有性别要求，但事实上在调查中

59．1％的男护生依旧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没

有看清自身的发展优势，认为护理是女性干的工

作，尽管多数男护生主观上承认男性比女性有优

势，在护理领域的更有发展前景和空间。访谈时当

问及“想不想以后在护理行业干出一番业绩”，不少

男护生回答基本一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是

走一步看一步”，可见他们几乎没有思考自己的发

展优势问题。

3．2 培养男护生专业认同感的策略思考

加强舆论宣传的正确导向。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迫切需要大批的男性加入到护理队伍中来，护

理工作已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强、技术性强、文化

内涵广的职业，男性从事护理职业在国际社会已不

再是新鲜事，只是在国内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们对男性从事护理工作还有一定看法。因此，应

该扭转媒体对护理工作的宣传、报道侧重于女性形

象的一面，加大对在护理行业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国

内外男护士的相关报道力度，特别是音像资料的展

示，让护生了解临床对男护士的需要以及男护士的

执业情况、男护士的心态、敬业精神及各种成就，宣

传2003年获得第39届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奖一

一南丁格尔奖章的中国藏族男护士巴桑邓珠的光

荣事迹。让全社会逐步接受、认同护理行业的男性

形象，提高男护士的专业认同感，所谓专业认同感

就是个体对其所学专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

素的看法、认识的完全赞同或认可[4]。为男生学习

护理专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邀请一些在护

理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师兄回校和男护生交流、座

谈，共同探讨如何塑造新型男护士形象，激发男护

生的拼搏精神，利用榜样的力量现身说法，让男护

生明白，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是护士发展的必然要

求，男性在护理学专业将大有可为。

加强对男护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专业思

想教育。一方面，专业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激发

男护生的学科自豪感，从而增强其专业认同感。这

就要求专业课教师因材施教，制定合理的教学计

划，不断改进授课方式、改革教学内容，在满足护生

求知欲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强化学生的专业基础理

论和基本技能操作，在教学中加入男护士参与的操

作与实践的影像资料、增设一些针对男生的专业课

程、邀请在临床工作中表现卓越的男护士来校讲

学，提高男护生学习兴趣。同时，避免教学过程中

的性别歧视，重视男护生的主体差异性需求，保护

其学习护理的敏感心理，使他们树立“干一行爱一

行”的思想，进而激发男护生对护理事业的热爱之

情。另一方面，辅导员作为一线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与学生接触最多。为培养男护生的专业认同感，促

进护理专业教学与管理工作更好、更快发展，辅导

员首先要深入到学生中去，耐心倾听每一位男护生

的心声，了解其想法，洞察其内心世界的变化，在广

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解除他们的心理

困惑，稳定其专业思想。同时辅导员也必须清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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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个体的差异性，挖掘男护生的优点和特长，帮

助他们在班级、年级甚至学院找到发展自我、实现

自我的位置，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组

织，通过参加社区护理、义诊等多种形式活动，不断

实践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从而赢得家人、患者、社会的肯定，增强

自己的专业认同感和职业意识。

帮助男护生分析自身优势，树立自信。男性从

事护理工作有着女性所不具备的优势，男性思维理

性、逻辑性强，遇事冷静沉着，判断能力强，处事果

断，依赖性小，独立性强；同时接受新信息快，创造

力与动手能力强，往往对高新技术掌握较快。此

外，护理是集脑力和体力为一体的工作，男性更具

有生理体力上的优势，目前各大综合医院紧缺男护

士，最需要男护的科室是精神科、急诊、外科、手术

室，而且为了保护隐私和避免异性护理的尴尬，许

多男患者都希望得到同性的护理。从护理事业的

发展来看，男护生的加入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改变以往女性的工作方式和习惯，建立

一个平衡、高效的护理团队，也有利于护理人才资

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总之，不管是

从心理、生理特点还是职业发展前景来看，男护生

都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成为医疗队伍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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