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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护士职业认同对转型冲击的影响

陈玉梅　张　改△　李淑芳　康玉闻　黎庆卫
（佛山市中医院，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了解广东省新护士转型冲击现状，分析其职业认同水平对转型冲击的影响。方法　采用便

利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１０家医院的４００名新护士，应用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护士职业认同问卷、一般资

料调查表进行测评。结果　新护士转型冲击量表得分为（１０２．０３±８．５５）分，各维度得分率在 ６７．７５％～８７．６７％；

新护士职业认同总分为（１０８．７９±１７．４９）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新护士的籍贯、职业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

持为转型冲击的影响因素。结论　新护士转型冲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护理管理者应关注籍贯、职业认同对新

护士转型冲击的影响，提高其职业认同，降低其新入职时的转型冲击水平，稳定护理队伍，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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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护士即毕业工作１年以内的护士［１］。新护

士从学校走向工作岗位，自身角色发生了转型，与

之相对应，会产生较多的不适应，学者将其称之为

转型冲击［２３］。转型冲击（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ｃｋ）是指个
体由已知角色转型为陌生角色时，受角色、关系、知

识及责任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迷茫、困惑、怀疑及

定位不明的感受和体验［４］。转型冲击会增加护士

的离职率［５］。因此，探究转型冲击的影响因素并

进行干预对提高护理队伍的稳定性极为重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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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国内外对转型冲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部分研

究，包括学历、社会文化、知识储备等［６］，而有关职

业认同是否影响新护士转型冲击水平目前尚未报

道。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社会赋予职业角色的承

认，自内心接受该职业，并对所从事职业的目的、社

会价值及其他因素做出积极的感知和正面的评

价［７］。职业认同具有较强的可干预性。本研究拟

探究新护士转型冲击的影响因素，并分析职业认同

对其影响，为转型冲击的干预奠定理论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２０１９年 ８月－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选取广东省 １０家医院的 ４００名新护士。
纳入标准：１）临床科室的新护士，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士执照（简称护士执照）；２）工作时间在 １
年之内；３）自愿参加，知情同意。排除标准：１）一
年内在两家及以上医院工作过的新护士。２）离
职、休假（时间＞３个月）的护士。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在查阅
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综合护理管理专家意见制定，内

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民族、学历、工作时

间、岗前培训时间、科室、月收入。２）新护士转型
冲击评价量表。由薛友儒等编制［８］。共包含４个
因子、２７个条目，分别为身体方面（６个条目）、心
理方面（８个条目）、知识和技能方面（５个条目）、
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８个条目），累积方差贡献率
为６８．５４％，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１８，项目间平
均相关系数为 ０．２９３，内容效度为 ０．９０６。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分制，分为完全符合、基本符合、中等符合、
基本不符合、完全不符合５个等级，分别赋值为５、
４、３、２、１分。由于量表各维度的条目不同，最终采
用得分率对量表得分进行换算，得分率＝总体得分
（或各维度得分）／量表满分（或各维度满分）×
１００％。总分１３５分，得分越高，表示转型冲击越严
重。３）职业认同评定量表。该问卷由刘玲［９］编

制，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０．９３８，折半信度 ０．
８８０。问卷包括职业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持、职业
社交技巧、职业挫折应对和职业自我反思５个维度
共３０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计分法，分值范围在

３０～１５０分，得分越高说明护士职业认同水平越高。
各维度得分＝各维度所得总分／各维度条目数。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征得资料收集单位和护理部的
同意后，对广东省佛山市１０家医院新护士采用一
般资料调查表、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职业认

同评定量表进行调查。调查前详细解释本次研究

的目的及意义，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

书。并向研究对象承诺量表及个人资料保密。问

卷采用问卷星电子问卷的方式发放给护士。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率或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单因素
分析采用 ｔ检验或者 χ２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
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转型冲击影响因素。以Ｐ＜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分析
本调查共收回问卷 ４２０份，剔除无效问卷 ２０

份，有效问卷为４００份，回收有效率９５．２３％。调查
对象以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为主，其中男性 ２６
人，女性３７４人。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
状况、籍贯、岗前培训时间、月收入是新护士转型冲

击量表得分的影响因素。见表１。
２．２　新护士转型冲击量表得分情况分析

新护士转型冲击总得分为（１０２．０３±８．５５）分，
各维度得分率在 ６７．７５％～８７．６７％。根据各维度
得分率高低排序，分别为身体方面、知识和技能方

面、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和心理方面。见表２。
２．３　新护士职业认同与转型冲击相关分析

４００名新护士职业认同总分（１０８．７９±１７．４９）
分。各维度均分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职业

认知评价、职业社交技能评价、职业自我反思、职业

挫折应对、职业社会支持。职业认知评价、职业社

会支持、职业社交技能评价、职业挫折应对、职业自

我反思与新护士转型冲击量表呈负相关。见表３。
２．４　广东省新护士转型冲击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职业认同及一般资料对新护士

转型冲击的影响，以４００名新护士转型冲击水平为
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

变量，性别（男＝０，女＝１）、婚姻状况（已婚＝０，未
婚＝１）、籍贯（广东省＝０，非广东省＝１）、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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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１～２周＝０，２～４周＝１）、月收入（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１）、职业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持、职业社
交技能评价、职业挫折应对、职业自我反思），进行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籍贯、职

业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可

解释新护士转型冲击的８３．５０％。见表４。

表１　不同因素新护士转型冲击量表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因素 ｎ 得分 Ｆ／ｔ Ｐ

医院级别

　　三级甲等医院
　　三级乙等医院

３６２
３８

１３８．２６±４．０１
１３０．２０±２．６７

１８．４５ ０．０５６

性别

　　男
　　女

２６
３７４

１２５．３２±４．０２
１３９．６５±３．７９

２５．６７ ０．０４８

年龄／岁

　　２０～
　　２５～

３６２
３８

１３２．３５±２．６９
１３６．４３±３．１２

７．８１ ０．３８１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１８
３８２

１３９．５２±２．７６
１２９．３２±３．６２

３５．１２ ０．０３９

籍贯

　　广东省
　　非广东省

２０２
１９８

１２２．６３±２．６４
１３８．５６±３．４１

５６．０３ ０．０２７

学历

　　大专 １８３ １３２．６３±２．５１

　　本科 １８７ １２９．６５±４．０１ ２９．４５ ０．４３９

　　硕士 ３０ １２３．２７±３．６９

岗前培训时间／周

　　１～
　　２～

２６５
１３５

１２９．４５±３．７１
１２０．６７±４．０８

２７．５０ ０．０４２

轮科时间／月

　　１～
　　６～

１８９
２１１

１２６．０６±２．１８
１３４．５６±３．１３

３２．８０ ０．５００

月收入／元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６８
２３２

１３３．８７±２．１０
１２７．６７±３．１９

２９．７８ ０．０３４

表２　４００名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得分情况

　维度 得分 得分率 最高分 最低分

身体方面 ２６．３０±１．３６ ８７．６７ ３０ １２

知识与技能方面 １９．２５±１．２６ ７７．２０ ２５ １３

社会文化与发展方面 ２３．３８±３．２６ ７３．４５ ４０ １０

心理方面 ２７．１０±２．６７ ６７．７５ ４０ １２

量表总分 １０２．０３±８．５５ ７５．５８ １３５ ５５

表３　新护士职业认同与转型冲击的相关性分析（分，珋ｘ±ｓ）

项目 总分 维度均分
转型冲击

ｒ Ｐ

职业认知评价 ３５．６７±２．５１ ３．９６±０．２８ －０．８５２ ＜０．００１

职业社会支持 １２．６５±４．０８ ２．１１±０．６８ －０．９４７ ＜０．００１

职业社交技能评价 ２２．３±３．０９ ３．７２±０．５２ －０．８７０ ＜０．００１

职业挫折应对 １８．５±４．７１ ３．０８±０．７９ －０．８８５ ＜０．００１

职业自我反思 １９．６７±３．１０ ３．２８±０．５２ －０．７８０ ＜０．００１

总分 １０８．７９±１７．４９ ３．６３±０．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表４　新护士转型冲击影响因素回归多元线性逐步分析

自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回归系数
ｔ Ｐ

常数 ８．６７０ ２．０７６ — ３．６０４ ０．００１

籍贯 ０．３７９ ０．２３１ ６．３２２ ８．２０３ ０．０２４

职业认知评价 －３．２６０ ０．１５４ ５．０７７ ７．４１０ ０．０３１

职业社会支持 －１．０９１ ０．２８９ １９．０４３ ６．２３０ ０．００４

　　注：表中仅列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的因素

３　讨论

３．１　广东省新护士转型冲击处于中等水平，身体
方面亟需关注

本文结果显示，新护士转型冲击量表总得分为

（１０２．０３±８．５５）分。国内学者薛友儒等调查黑龙
江、山东等地新护士转型冲击总体得分为（１２６．８０
±７．４８５）分［１０］，湖北省等新护士的转型冲击水平

为（９３．９±１６．６９）分［１１］，本研究结果处于中等水

平，这可能与新护士转型冲击水平存在地区差异有

关。由表３可见，４００名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
４个维度中，转型冲击维度得分最高的是身体方
面，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２］。这可能与新护士

在进入临床阶段后，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等导致新

护士体力透支有关，多项研究结果提示，新护士身

体方面对临床工作量的骤增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与

目前我国护理人力资源的不足有关。同时，也建议

现阶段的护理教育中，增加护理人员的临床实践课

程，让护生阶段的护理人员能够尽早地接触临床，

适应临床节奏。

３．２　籍贯是新护士转型冲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籍贯是新护士转型冲击的影

响因素。由表１可见，籍贯与医院所在地相同的护
理人员其转型冲击显著低于籍贯与医院所在地不

同的护理人员。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不同省份，其语

言、文化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差异［１３］。语言、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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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导致护理人员与同事、患者沟通时甚为不便，

也影响其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阻碍了新护士

的成长与发展，从而增加了新护士的转型冲击。同

时，籍贯与工作地点不同的新护士其获得家庭支

持、朋友支持的程度相对减低，这将加重其转型冲

击水平。而研究显示新护士转型冲击是离职意愿

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４］，因此，护理管理者可关注此群

体的新护士，指导其学习相关语言、文化，引导其融

入新环境，缓解转型冲击水平。

３．３　职业认知评价越高，其转型冲击水平越低
职业认同是做好本职工作、达到组织目标的心

理基础［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４００名新护士职业
认同总分为（１０８．７９±１７．４９）分，处于中等水平，与
李梦圆等研究结果相似［１６］，表明现阶段护理人员

的职业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仍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由表４可见，职业认知评价是转型冲击的影响
因素，职业认知评价得分越高，其转型冲击水平越

低。职业认知是护士对护理专业的目的、意义及作

用的看法，对护理工作的理解、信念和拥有护理及

相关学科的知识等［１７］。研究显示，职业认知评价

在护生阶段初步形成并逐步趋于稳定，因此，在护

理教育体系中，将职业认知的教育寓于课程中，提

高护生的职业认知评价，这将有利于缓解其毕业后

的转型冲击水平，从而促进护理新生力量的稳定

性［１８２０］。

３．４　职业社会支持有利于降低新护士转型冲击水
平

职业社会支持指周围重要他人（如教师、父

母、朋友、同学和其他人）对个人在职业发展方面

所提供的支持，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建议支

持［２１］。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社会支持是转型冲

击的保护因素，即职业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转型

冲击水平越低。由表３可见，在４００名新护士职业
认同评定量表的５个维度中，职业社会支持维度的
均分为最低分，这可能与新护士的社会支持系统不

完善及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不高有关［２２］。

面对困难或者压力时，新护士精神支持主要来

自家人及同事，但是科室良好的氛围及高年资护理

人员的帮助显著增加其社会支持水平［２３］。而一对

一的导师制培养方式、护长的领导模式等能够直接

影响新护士的社会支持水平［２４］。因此，建议护理

管理者，可考虑将导师制培养逐步纳入至新护士的

培养模式中，让新护士从学校走进工作的转型过程

中更为顺畅。作为科室管理者，护长努力营造良好

的科室氛围，鼓励高年资护理人员帮、带新护士，这

将有利于降低新护士的转型冲击水平。

综上所述，新护士作为护理队伍的新生力量，

其培养及稳定性对于护理团队的发展甚为重要。

广东省新护士转型冲击处于中等水平，籍贯、职业

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持为其影响因素，而目前有

关新护士转型冲击的干预方案研究仍较少报道，因

此，如何根据新护士转型冲击的特点，量身打造适

合新护士特点的转型冲击干预方案将成为进一步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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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制个性化培训中期效果研究［Ｊ］．护理学报，２０２０，
（１６）：６９．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６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９６９．２０２０．１６．
０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本文编辑：甘慧敏）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上接第０３４页）
［１８］刘婷阳，邓桂元，赖娟．冠心病支架植入术后患者运

动恐惧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Ｊ］．齐鲁护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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