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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规范化培训(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在临床学习环境与工作准备度间

的中介作用。方法 2023年9—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重庆市主城区及区县某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402名

规培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毕业护士工作准备度量表、临床学习环境评价量表、临床归属感

量表、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对其进行调查。使用Amos23.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规培护士4个变量间的关

系并进行检验。结果 规培护士工作准备度得分为(274.48±42.18)分,其条目均分为(69.32±12.75)分,4个

变量间两两呈正相关(均P<0.001)。构建中介模型发现,临床学习环境对工作准备度的直接效应显著(β=
0.260,P<0.01);另外,临床学习环境还可通过3条路径的间接作用影响工作准备度,包括临床归属感的独立

中介作用(β=0.126,P<0.05)、职业认同感的独立中介作用(β=0.072,P<0.05)、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

的链式中介效应(β=0.087,P<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2.29%。结论 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在规

培护士临床学习环境与工作准备度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护理教育者及管理者可通过增强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
强化职业认同感,进而提升其工作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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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linical
 

belongingness
 

and
 

career
 

identity
 

be-
tween

 

the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work
 

readiness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Methods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23,a
 

total
 

of
 

402
 

nur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convenience
 

sam-
pling

 

method
 

from
 

four
 

tertiary
 

hospital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and
 

districts
 

of
 

Chongqing,and
 

were
 

investi-
gated

 

by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graduate
 

nurses'
 

job
 

readiness
 

scale,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
tion

 

scale,clinical
 

belonging
 

scale
 

and
 

nurs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Amos23.0
 

was
 

used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variables
 

of
 

the
 

training
 

nurses
 

was
 

analyzed
 

and
 

tested.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nurses'
 

work
 

readiness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was
 

(274.48±42.18)

points,and
 

the
 

standard
 

score
 

was
 

(69.32±12.75)points.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four
 

variables(P<0.001).The
 

mediation
 

model
 

revealed
 

that
 

the
 

direct
 

effect
 

of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work
 

readiness
 

was
 

significant(β=0.260,P<0.01).Besides,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could
 

also
 

affect
 

work
 

readiness
 

through
 

three
 

pathways: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
 

of
 

clinical
 

belongingness(β=0.126,
P<0.05),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
 

of
 

career
 

identity(β=0.072,P<0.05),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clinical
 

belongingness
 

and
 

career
 

identity(β=0.087,P<0.05),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s
 

accounting
 

for
 

52.29%
 

of
 

the
 

total
 

effects.Conclusion Clinical
 

belongingness
 

and
 

career
 

identity
 

serve
 

a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clin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work
 

readiness.And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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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or
 

managers
 

can
 

improve
 

work
 

readiness
 

by
 

enhancing
 

the
 

clinical
 

belongingness
 

and
 

cultivating
 

ca-
reer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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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准备度是指护士具备在工作场所取得成功

的特征和属性的程度,包括社交能力、组织敏锐度、工
作竞争力及个人工作特质4个方面,被认为是职业发

展潜力、角色表现和职业成功的一个指标[1]。完成护

理专业院校基础教育的护理毕业生需接受1~3年的

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这是培养专业化护理

人才的重要途径[2]。但由于临床工作具有工作强度

大、风险性高等特点,规培护士普遍对临床工作缺乏

信心,从护理毕业生到临床护士的过渡并不顺利[3]。
国内一项多中心调查显示,规培护士平均离职意愿高

达54.37%[4],这对护理人力资源培养与稳定、患者安

全保障等均有负面影响。良好的工作准备度有助于

规培护士实现从学校到临床的环境转变,完成职业过

渡[5]。临床学习环境作为一种外部资源,是指在相应

的医疗机构中通过正规的教学或培训获得的知识、态
度和技能的护生所处的环境,包括临床工作人员、服
务对象、教育机会、学习资源等,是影响护理专业学生

学习经历的重要因素[6]。有研究表明,护士临床学习

环境与工作准备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专业的教师素

养、规范的教学管理、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谐的人际关

系等环境能激发护士对护理专业的热情,投入更多的

时间及精力至临床工作中,从而具备良好的工作准备

度[7-8]。但目前规培护士的临床学习环境对工作准备

度的作用机制与途径尚不清楚。
工作需求-资源模型(JDR)指出,个人资源(如临

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等)与工作资源(如临床学习环

境)既可独立,又可通过相互积极作用,激发工作者动

机(如工作准备度等)[9]。临床归属感指医疗从业者

在临床实践中被群体接纳、关注等需要得到满足,个
人专业价值与所在团队保持和谐的一种内在体验

感[10]。职业认同感是指对社会赋予的职业角色的承

认,发自内心地接受该职业,并对其作出积极的感知

和正面的评价[11]。既往研究表明,良好的工作环境能

够为学习者提供强大的组织支持,使其在临床事务中

有一定的主动权和决策权,有助于其自我职业价值的

实现与工作满意度的提升,从而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及

临床归属感[12-13]。鉴于此,本研究在提出假设“临床

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在临床学习环境与工作准备度之

间分别起独立中介作用;考虑两中介变量之间的关联

性[14],临床学习环境可通过提升临床归属感强化职业

认同感,进而增强规培护士的工作准度”的基础上,对
该假设进行验证,以期为护理管理者及教育者提升规

培护士工作准备度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9—12
月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渝北区、永川区和垫江县4
所三级甲等医院正在接受规培的护士为调查对象。
纳入标准:(1)全日制专科及以上护理专业毕业生;(2)
进行规培前无临床工作经历,且进入临床规培时间超过

3个月。排除标准:(1)因调岗、休假等离开护理岗位时

间超过6个月;(2)拒绝参与本研究。本研究通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CZLS2024002-A)。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团队根据研究内

容和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

状况、护理专业是否为第一志愿、大学期间表现情况、
规培时间等。
1.2.1.2 毕业护士工作准备度量表 该量表由

WALKER等[1]编制、李佳颖[15]于2019年汉化,包括

社交能力、工作竞争力、组织敏锐度、个人工作特质、
职业发展5个维度,共37个条目。条目采用Likert

 

10级评分法,1~10分代表“完全不赞同”至“完全赞

同”,得分越高表示工作准备度越高。将得分采用极

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60分为较差,60~80分为中

等,≥80分为良好。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0,内容效度为0.921。
1.2.1.3 临床学习环境评价量表 该量表由朱闻

溪[6]编制,包括人际关系、工作氛围和团队文化、学生

参与性、任务定位、创新性、个性化6个维度,总计42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至
“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总分42~210分,得分越

高说明对临床学习环境越满意。量表总体及各维度

Cronbach'α 系 数 为 0.871~0.981,内 容 效 度 为

0.900。
1.2.1.4 临床归属感量表 该量表由 LEVETT-
JONES等[16]于2009年开发、田靖等[17]于2016年汉

化,包括3个维度(自尊、沟通、效能)、31个条目。每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分表示“完全不符”,
5分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则研究对象的临床归

属感水平越高,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40,通过主

成分分析,特征值>1的公因子有3个,累计方差贡献

率为45.71%。
1.2.1.5 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 该量表由刘玲等[18]

编制,包含职业认知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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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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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至
“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总分30~150分,得分越

高表明职业认同总体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0.938,折半信度0.880,通过主成分分析,特征

值>1的公因子有5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8.75%。
1.2.2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采用电子问卷进行调

查,在问卷开始前设置知情同意选项,以匿名的方式

进行填写。问卷发放前,联系参与调研医院的护士规

培管理负责人,由其将问卷二维码、研究目的、内容及

问卷填写方法发送至各临床科室,符合纳入标准的规

培护士自愿填写。为避免问卷重复填写及保证问卷

完整性,设置一个IP地址只能回答1次,且所有题目

均为必答题,答题过程中若有漏填,则无法提交问卷。
问卷剔除标准:答案呈波浪形、规律作答或同一问卷

连续50%题目选择相同选项。共发放问卷424份,回
收有效问卷40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81%。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25.0及Amos23.0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以频数及构成比描述计数资料,以
x±s描述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否则使用中位数、四
分位数进行描述。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临床学

习环境、工作准备度、职业认同感、临床归属感之间的

相关性。临床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在临床学习环境

与工作准备度间的中介作用使用 Amos23.0进行模

型构建及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 402名规培护士中,女356
名(88.56%);年龄(22.50±1.51)岁;未婚者387名

(96.27%);本科及以上学历者228名(56.72%);培
训时间3~12个月者57.96%。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一般资料(n=402)

项目 n 构成比(%)

性别

 女 356 88.56

 男 46 11.44
年龄

 

 ≤22岁 209 51.99

 >22岁 193 48.01
文化程度

 专科 174 43.28

 本科及以上 228 56.72
婚姻状况

 未婚 15 3.73

 已婚 387 96.27
户籍地

 城市 108 26.87

 乡镇
 

86 21.39

 农村
 

208 51.74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103 25.62

 否 299 74.38

续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n=402)

项目 n 构成比(%)

规培时间

 3~12个月 233 57.96

 >12个月 169 42.04
规培医院

 综合医院 235 58.46

 专科医院 167 41.54
护理专业是否为第一志愿

 是 332 82.59

 否 70 17.41

2.2 规培护士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

感、工作准备度得分 规培护士工作准备度得分为

109~370(274.48±42.18)分,其 条 目 均 分 为

(69.32±12.75)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临床学习环

境、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及其各条目得分见表2。
根据工作准备度得分分为工作准备度较差组128名

(31.84%),中等组206名(51.24%),良好组68名

(16.92%)。
表2  规培护士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职业

  认同感、工作准备度得分情况(x±s,分)

内容 得分 条目均分

工作准备度

 总得分 274.48±42.18 69.32±12.75

 个人工作特质 26.33±8.74 6.58±2.39

 组织敏锐度 55.86±11.29 7.98±1.61

 职业发展 63.06±12.69 7.01±1.41

 社交能力 66.64±11.97 7.40±1.33

 工作竞争力 62.58±12.28 7.82±1.54

临床学习环境

 总得分 184.80±25.05 -

 人际关系 31.01±4.63 -

 工作氛围及团队文化 30.98±4.38 -

 学生参与性 30.65±4.38 -

 任务定位 30.69±4.84 -

 创新性 30.84±4.40 -

 个性化 30.62±4.54 -

临床归属感

 总得分 141.79±18.76 -

 自尊 61.79±8.45 -

 沟通 45.36±6.96 -

 效能 34.65±4.34 -

职业认同感

 总得分 116.37±16.95 -

 认知评价 33.52±5.94 -

 社交技能 23.96±4.47 -

 社会支持 23.82±4.15 -

 挫折应对 23.55±4.10 -

 自我反思 11.51±2.70 -

  注:—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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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培护士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

感、工作准备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规培护士临床学习

环境、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工作准备度4个变量

两两之间呈正相关(均P<0.001),见表3。
表3  规培护士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职业

  认同感、工作准备度间的相关性分析(r)

变量 临床学习环境 临床归属感 职业认同感 工作准备度

临床学习环境 1.00

临床归属感 0.58a 1.00

职业认同感 0.59a 0.70a 1.00

工作准备度 0.53a 0.50a 0.48a 1.00

  注:r为相关系数;aP<0.001。

2.4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在临床学习

环境与工作准备度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的结果显示,旋
转后得到特征根>1的因子共21个,第1个因子解释

的变异量为30.80%(<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为保证各变量验证性因素分析符

合统计学要求,对数据行多元正态与共线性检验:(1)
使用偏度和峰度检验峰度对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结
果显示,偏度系数绝对值为0.074~1.686,峰度系数

绝对值为0.013~1.620,偏度与峰度Z-score均<

1.96,符合正态分布;(2)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容忍

值0.109~0.588(<10.0),方差膨胀因子1.234~
2.290(<5.0),表明本数据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为进一步探究规培护士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

感、职业认同感、工作准备度间的关系,检验临床归属

感、职业认同感的中介作用,使用 Amos23.0软件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图1)。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较好:
CMIN/df=2.614(<3),RMSEA=0.063(<0.08),
GFI=0.906(>0.90),IFI=0.965(>0.90),NFI=
0.944(>0.90),TLI=0.958(>0.90)。临床学习环

境对临床归属感(β=0.590,P<0.01)、职业认同感

(β=0.289,P<0.01)、工作准备度(β=0.260,P<
0.01)有正向预测作用;临床归属感(β=0.213,P<
0.05)和职业认同感(β=0.248,P<0.05)对工作准备

有正向预测作用,并且临床归属感对职业认同感(β=
0.596,P<0.01)有正向预测作用。采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法计算中介效应的95%可信区间(95%
CI),对数据进行5

 

000次重复抽样。结果显示,模型

的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95%CI 均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达到显著水平,即规培护士临床归属

感、职业认同感在临床学习环境与工作准备度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2.29%,见表4。

  注:aP<0.01;bP<0.05。

图1  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在临床学习环境与工作准备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表4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及效应值

路径 β SE 95%CI 效应量(%)
间接效应 0.285 0.073 0.135~0.341 52.29
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工作准备度 0.126 0.056 0.014~0.217 23.12
临床学习环境→职业认同感→工作准备度 0.072 0.029 0.005~0.121 13.21
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工作准备度 0.087 0.038 0.007~0.158 15.96
直接效应 0.260 0.067 0.132~0.327 47.71
总效应 0.545 0.770 0.295~0.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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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规培护士工作准备度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

示,规 培 护 士 工 作 准 备 度 量 表 得 分 为 109~370
(274.48±42.18)分,51.24%处于中等水平,仅有

16.92%处 于 高 等 水 平。得 分 高 于 LI等[5]、廖 芳

等[19]、高淑平等[20]的研究结果,但与蒿若楠等[21]研究

结论相近。5个维度中个人工作特质维度条目得分最

低[(6.58±2.39)分],与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19,22]。
个人工作特质在规培护士应对工作场所需求与挑战

时极其重要,包括心理弹性、灵活度及压力管理3个

方面[15],说明本研究中规培护士在应对陌生环境、护
患沟通、人际关系等工作挑战时抗逆力水平不足、应
变能力缺乏及压力管理能力较差。因此,护理管理者

对规培护士进行相关培训时,应重点关注与评估其工

作准备度水平,尤其注重对规培护士个人工作特质的

深度挖掘与适当引导。不断完善规范化培训效果评

估体系,合理融入职业素养、自我管理、沟通技巧、紧
急风险处置等多元培训内容,综合使用情景模拟、角
色扮演、床旁综合能力培训等方法,促进规培护士学

习与临床工作的灵活适应性转变,改善其工作特质及

工作准备度。
3.2 临床学习环境与规培护士工作准备度的关系分

析 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显示,规培护士临床学习环

境可以直接影响其工作准备度水平。环境是教育的

隐性课程,良好的临床学习环境是规培护士获得从事

护理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态度和行为的重要保障,
也是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以及巩固临床技

能的基础[23]。张桂梅等[24]研究发现,毕业护生临床

学习环境越优越,其工作准备度水平越高。临床学习

环境中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及团队

精神可缓解护士恐惧、焦虑情绪,使其产生舒适安全、
放松愉快的学习感受,保持旺盛的精力与韧性,提高

学习投入程度,以一种相对持久的热情、专注充实的

心理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学习[25-26];其次,清晰的任务

定位、足够的实践参与及新颖个性的教学行为不仅能

帮助护士掌握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使其临床工作能

力不断提升,职业适应能力增强[27],还可激发规培护

士责任感与自主性,积极主动地对未来职业进行探索

与规划,促进其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28]。
因此,优越的临床学习环境能有效提升规培护士工作

准备度水平。
3.3 临床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在规培护士临床学习

环境与工作准备度之间的链式中介机制 临床学习

环境与规培护士工作准备间的中介作用包含3条路

径。(1)临床归属感的独立中介作用,β=0.126。临

床归属感包括自尊、效能和沟通3个维度[16]:自尊是

指个体感受到安全、包容、重视和尊重;效能是指与临

床人员接触及讨论学习期间感到自信和胜任感;沟通

是指个体与患者、同伴及临床工作人员的沟通能力。
派遣制的规培护士受雇于派遣机构,被派遣到培训医

院工作,使其更渴望得到组织认同和关心。临床学习

环境通过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构建融洽的人际关

系、提供丰富的培训资源,让规培护士感受到被组织

接纳、需要与关心,从而增加了其临床归属感[12]。在

归属感的内在驱动下,规培护士拥有足够的信心和动

力完成临床实践,在工作中更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

的方式应对复杂的临床问题,促进角色转变[29],进而

有利于工作准备度的提升。(2)职业认同感的独立中

介作用,β=0.072。根据社会交换理论[30],优越的临

床学习环境使规培护士感受到组织的支持与信任,在
医院的管理事务中有一定的主动权和决策,认为自身

的工作充满价值,给其带来职业获益感与成就感,表
现出强烈的职业认同感,职业理想更加坚定;进而愿

意全身心地投入临床工作中,并在自我反思中不断完

善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促使自身成为符合职业要求的

护理人才,其工作准备度水平也相应改善。(3)临床

学习环境通过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影响规培护士

工作准备度水平。当规培护士在良好临床学习环境

的作用下临床归属感得到提高时,其内在资源水平出

现提升,在临床工作中更为活跃,容易获取更多资讯

与支持,并利用这些信息做出正确工作知觉及充分履

行社会角色,由此对职业的认同感也就越高[31];这种

情感依附会激发规培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为工作投入

更多精力与时间,从而提升工作准备度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调查规培护士的工作准备

度、临床学习环境、临床归属感及职业认同感,探究四

者间的关系,发现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在规培护

士临床学习环境与工作准备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提示护理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改善规培护士工作准备

度水平时,应关注对其临床归属感及职业认同感的培

养,可定期对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职业认同感进

行调查,并采取适宜的干预措施(如优化规培护士绩

效管理及人力资源配置;通过访谈法、座谈会了解规

培护士心理状态及培训需求;关注规培护士职业成长

培训;鼓励规培护士从日常工作的实践意义中寻找归

属感等)。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调查对象均

来自重庆市三级甲等医院,在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结

果外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

可进一步开展多中心调查,并在构建以临床学习环

境、临床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为中心的规培护士工作

准备度水平干预方案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纵向研究,
探讨干预效果,为提升规范化培训效果、稳定护理队

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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