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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护理研究生的职业期望与职业倦怠情况#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

选取上海'浙江'安徽'河北'江西'山东'陕西'山西
/

省
!'

市的
#!

名护理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选用一般情况调查表'职业

期望量表'职业倦怠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较高#其中内在价值维度分值最高#其次为声望地位

及稳定性因素维度#而外在价值维度的分值相对较低&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现象严重#各维度按分值高低依次为讥诮态度

维度'情感枯竭维度'降低自我效能感维度&职业期望各维度直接负向作用于职业倦怠各维度#即$职业期望越大#职业倦

怠的现象越严重&结论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较高#职业倦怠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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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护理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护理硕士

点已从
!""'

年的
-

个增至
'$!!

年的
.(

个*

!

+

#随

着护理研究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其就业形势不容

乐观#而这一群体的职业期望普遍较高#因此在面

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时#容易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

严重危害心身健康*

'

+

&研究*

-

+显示#护理是医疗行

,

(''

,

护理与康复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业中压力最大的职业之一#职业倦怠的现象颇为

严重#而护理研究生作为护理领域的新兴群体#是

否存在职业倦怠'其职业倦怠与职业期望间是否

存在相关关系研究报道较少&

'$!-

年
!$

月至

'$!)

年
(

月#笔者对
#!

名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与

职业倦怠情况进行调查#旨在为护理教育和临床

护理管理中预防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的发生提供

干预方向&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浙

江'安徽'河北'江西'山东'陕西'山西
/

省
!'

市的

#!

名护理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

一般情况调查表
!

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职称'婚姻状况'研究生类型'学位类型'单位

性质'目前职位'工作年限及月收入等
!!

项指标&

!&'&!&'

!

职业期望量表
!

采用吴谅谅等*

)

+制定的

职业期望量表&该量表以凌文辁等人对职业价值

观的研究为基础*

(

+

#由声望地位及稳定性因素'内

在价值因素'外在价值因素
-

维度
'!

条目构成#各

条目采用
T36E;C8(

分法赋值#依照对职业期望因

素的重视程度#按完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分别记

!

#

(

分&声望地位及稳定性维度
/

条目
/

#

)$

分#内在价值维度
/

条目
/

#

)$

分#外在价值维

度
(

条目
(

#

'(

分#由于各项目所包含条目数不

同#采用因子分来进行各维度间的比较#因子分
J

各条目均分(条目数*

.

+

&分值越高#说明期望越大&

该量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其
-

个维度的
6

'模型

解释分别达到
$&-$"

'

$&-$(

和
$&'#"

#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

!&'&!&-

!

职业倦怠量表!

[>5D>=0,9C6298V6H;6N

82C

:

#

[,V

"

!

[,V

是目前工作倦怠研究领域广泛

应用的研究工具*

#

+

&该量表*

/

+由美国心理学家

[>5D>=0

和
Z>=E26

于
!"/.

年制成#并于
!"".

年

经
O=0>9<;D3

和
[>5D>=0

等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

[>5D>=0

职业倦怠感量表通用版!

[>5D>=0,9C6N

298V6H;682C

:

%*;6;C>DO9CH;

:

#

[,V%*O

"#使该

量表的职业适用领域更为广泛*

"

+

&本研究采用李

媛*

"

+对
[,V%*O

进行本土化修订和测试后形成

的职业倦怠量表#由情感枯竭'讥诮态度和降低自

我效能感
-

维度
-$

条目构成#其中正向条目
/

个'

反向条目
''

个#每条目均采用
T36E;C8(

分法赋

值#按照0完全同意10同意10一般10不同意10完全

不同意1分别计
(

#

!

分或
!

#

(

分#每个维度得分

为
!$

#

($

分#单维度得分
&

-$

分提示在该维度上

出现倦怠&量表的总信度
!

为
$%"-)'

#

-

个维度的

信度
!

分别为
$&"$"!

'

$&/#-"

'

$&#/(#

#总量表与

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关联准则效度为
$&#(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

!&'&'

!

调查方法
!

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邮寄或

b%?>3D

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填写完整

后寄回&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b

G

3I>8>-&$'

建立数

据库后#运用
OKOO!#&$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U#

"表示#

-

组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0>

法%采

用
"(*)#-9

相关进行相关性的分析#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问卷回收情况
!

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

回收率为
"'&(a

#剔除无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a

&

'&'

!

一般资料情况
!

调查对象均为女性%年龄

'(

#

-'

岁#平均!

'#&-U'&"

"岁%硕士生
."

人#博

士生
'

人%初级职称
(/

人#中级及以上职称
/

人#

职称未评定
(

人%已婚
'"

人#未婚
)'

人%医院临床

护士
-)

人#高校教师或辅导员
'/

人#科研机构

!

人#医院行政部门
.

人#转行
'

人%工作年限
"

!

年
'.

人#

$

!

#

-

年
-'

人#

$

-

#

(

年
#

人#

$

(

年

.

人%月收入
'$$!

#

-$$$

元
')

人#

-$$!

#

($$$

元
)!

人#

($$!

#

!$$$$

元
.

人%均为全日

制'学术型护理研究生&

'&-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量表各维度得分情况

!

见表
!

&

! !

表
<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量表得分情况 分

维
!

度 得
!

分 因子分

内在价值因素
'!&#-U(&$) '&#'

声望地位及稳定性因素
!.&-"U-&/) '&!)

外在价值因素
"&#$U'&/) !&"(

总
!

分
)#&/-U"&".

,

.''

,

护理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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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量表得分情况
!

#!

名

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量表各维度及总分得分情况

见表
'

#不同单位性质的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量表

得分情况见表
-

&

表
?

!

c<

名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量表各维度

!!!!!!!!

及总分得分情况"

!Q"

# 分

维
!

度 得
!

分

讥诮态度
-.&)"U#&'$

情感枯竭
-)&"#U#&#"

降低自我效能感
-)&$.U)&)'

总 分
!$(&('U!#&."

表
G

!

不同单位性质的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

!!!!!!!!!!

量表得分"

!Q"

# 分

单位性质 人数 得
!

分
!

值
"

值

医
!!

院
)$ !!#&)-U!/&-#

!

"

-!&')!

#

$&$$!

高
!!

校
'/ "#&/$U!'&'!

科研机构及其他
- ".&--U!)&)-

!!

注$经
,0>

检验#

!

"与高校组及科研机构及其他组比

较#

"

#

$%$$!

'&(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

!

见表
)

&

表
]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

职业期望
情感

枯竭

讥诮

态度

降低自我

效能感

职业倦

怠总分

声望地位及稳定性因素
%$&$.'%$&!#$ %$&!.( %$&!-/

内在价值因素
%$&''#%$&-'!

!

"

%$&--"

!

"

%$&--$

!

"

外在价值因素
%$&$))

%$&')-

'

"

%$&$/- %$&!-"

职业期望总分
%$&!-'%$&'/$

'

"

%$&'.'

'

"

%$&--#

!

"

!!

注$

!

"

"

#

$%$!

#

'

"

"

#

$%$(

G

!

讨
!!

论

-&!

!

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与职业倦怠现状

-&!&!

!

职业期望
!

职业期望是个体对某种职业

的渴求或向往#是决定个人职业选择的内在动力

源*

)

+

&声望地位及稳定性因素包括职业稳定'提供

五险一金'较高的社会地位'容易成家'单位规模'

知名度'级别等#内在价值因素包括能发挥自己才

能'符合兴趣爱好'能学以致用'工作有挑战性等#

外在价值因素则包括收入高'福利好'晋升机会多

等&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研究生内在价

值维度得分最高#其次为声望地位及稳定性维度#

而外在价值维度得分相对较低#表明护理研究生

普遍较关注是否能在工作中发挥自我才能'实现

自我&这一调查结果与俞宗火等*

!$

+研究的结果之

一当代硕士研究生最看重自我实现因素相似#但

与其另一研究结果最看淡声望地位及稳定性因素

明显不同&究其原因#首先#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年

龄在
'(

岁以上的女性#这一群体的特质是相对希

望选择风险小'稳定性好'容易成家的单位就业%

其次#本次调查研究突出了护理研究生的功利主

义倾向#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社会对护士职业的

普遍曲解#导致护士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数护理

研究生考研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临床#获得较高

的社会地位*

!!

+

#因此#对于声望地位及稳定性因素

较看重#对于外在价值因素的要求则相对低&提

示管理者不能只注重待遇因素#而应该在工作中

尽可能地为这一群体创造平台'提供机会#做好职

业道德教育#使护理研究生在最大限度实现自身

价值的同时获得较好的职业归属感&

-&!&'

!

职业倦怠
!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_C;91;6N

A;C

@

;C

*

!'

+于
!"#)

年提出了职业倦怠的概念#认为

职业倦怠是指在职业环境中由于长期的情绪紧张

和人际关系冲突而导致的一系列心理'生理的应

激反应&随后#

[>5D>=0

等人*

/

+提出了职业倦怠的

-

维度概念#即情感枯竭'讥诮态度'降低自我效能

感&情感枯竭表示因为工作感到倦怠'沮丧并出

现抑郁的特征%讥诮态度指对工作的意义持消极

和否定的态度#认为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及他人

无意义%降低自我效能感表示对于工作的完成常

常抱有一种无助的态度#认为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或对新任务持惶恐的态度#因而降低了工作效

能*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量表

得分!

!$(&('U!#&."

"分#存在职业倦怠#各维度

按得分高低排序依次为讥诮态度维度'情感枯竭

维度和降低自我效能感维度&调查中发现#大多

数护理硕士生情绪低落#压力较大#找不到工作的

意义和乐趣#不能很好调动自身积极性去面对繁

重的工作#从而降低了实际生活中的工作效率&

研究还显示#毕业后任职于医院的护理研究生职

业倦怠总均分最高!

!!#&)-U!/&-#

"分#其次为在

高校工作的护理研究生!

"#&/U!'&'!

"分#最后为

在科研机构及其他任职的护理研究生!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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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不同单位性质的护理研究生职业倦怠

现象不同!

!J-!%')!

#

"

#

$%$$!

"#经
,0>

检验结

果显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相比#任职于医院的护

理研究生职业倦怠最高!

"

#

$&$$!

"#表明从事临

床护士这一群体的职业倦怠现象最严重#应该引

起医院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

!

职业期望与职业倦怠之间关系
!

本研究

表明#职业期望各维度直接负向作用于职业倦怠

各维度#即$职业期望越大#职业倦怠的现象越严

重&内在价值维度与职业倦怠各维度的负相关性

最大#表明护理研究生越关注是否能学以致用'在

工作中发挥自己才能'实现自身价值#越容易出现

职业倦怠&近年来#随着护理研究生数量的不断

增加#以往研究生要从事教学'管理等工作的就业

方式已经改变#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将从事临床护

理工作*

!-

+

#但护理研究生的就业观念未能及时做

出调整#这一群体的职业期望仍较高&大量调查

均提示#毕业后择校任教仍为护理研究生就业首

选*

!)%!(

+

&因此#就职于医院的护理研究生#由于理

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加重了职业倦怠的产生#然

而本次调查发现#任职于高校的护理研究生群体

因其科研及教学的任务较重#压力诱发的职业倦

怠现象也较普遍&

-&'

!

对策
!

护理研究生作为未来护理学科建设

的领军人物#其职业态度至关重要#各部门应该加

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尽可能帮助其减少职业倦

怠#激发工作热忱#从而实现护理学科发展的良性

循环&对于教育部门#应将护理职业价值观指导

贯穿于护理教育全过程#有的放矢的为护理研究

生分析当下的就业形势#使其形成科学'合理的职

业期望#顺利完成角色转换&对于工作机构的管

理部门#应当为护理研究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注

重其管理能力的培养#并予以鼓励和肯定&研究

表明#提高心理一致感是缓解职业倦怠的有效途

径*

/

+

&因此#管理部门在提供实践机会的同时#应

该关注这一群体的情绪变化#采取多种形式与其

沟通'交流#提高其心理抗压能力&对于护理研究

生个人#首先应该明确目标#在美国#护理学硕士

的专业研究方向突出职业化'实用化'专业化的特

点*

!.

+

#以定位于培养临床护理专家的护理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为主#而博士生则定位在科研型人才

的培养&这也势必成为未来我国护理研究生培养

的趋势&因此#护理研究生首先应该明确自身目

标#在读博和择业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其次应该树

立客观'正确的职业观#学会在工作中不断调整自

己的职业认知#摆正自我期望值#同时#要善于寻

求领导'同事等外界资源的帮助#最大限度的降低

职业倦怠的发生&

-&-

!

本研究的不足
!

由于诸多方面的限制#该调

查研究对象均为女性#而且缺乏对在职研究生群

体的调查#不能反映护理研究生职业期望及职业

倦怠问题的普遍规律&鉴于此#下一步应该针对

上述问题做更深层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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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病情管理

'&(&!

!

基础护理
!

除做好高热常规护理外#患者

因感染产
WI[%!

肠杆菌科细菌#反复出现高热

伴寒战明显#极易出现紧张'焦虑'担心'恐惧的心

理反应#护理时做好心理疏导&使用冰毯物理降

温时观察患者的面色和生命体征#如有变化及时

停用%定时翻身#避免低温下皮肤受压#局部循环

不良#产生压疮&本例患者无压疮发生&

'&(&'

!

用药护理
!

替加环素是四环素类衍生物#

属于超广谱抗菌药物&在输注本品前后用等渗盐

水或
(a

葡萄糖注射液冲洗输液管道&输注过程

中严密观察有无恶心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发

生*

.

+

&本例患者遵医嘱予替加环素
($?

@

#溶解后

注入
!$$?D

等渗盐水或
(a

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

滴注#滴速为
'(

#

($

@

88

(

?36

#间隔
!'0

使用
!

次&

本例患者使用期间未出现不良反应&

'&(&-

!

口腔护理
!

本例患者由于免疫功能低下#

大肠埃希菌腔道定植#并发重症感染#出现
V\

度

口腔黏膜炎#表现为全口腔黏膜糜烂#张口困难&

密切观察口腔黏膜'溃疡白斑及舌苔情况#做好记

录&口腔护理时#先用
!a

利多卡因稀释液漱口#

再用蘸有口泰漱口水的长棉签清洗溃疡创面&浅

表溃疡#用
'a

碘甘油涂抹或用溃疡贴膜软化溃疡

面#然后用消毒后的剪刀减去溃疡表皮%深度溃

疡#用康复新液喷洒溃疡面以促进组织愈合&护

士处理创口时#穿隔离衣'戴手套#涂抹药物时
!

个

部位使用
!

根棉签#以免其他部位感染&指导患者

接触创口时也需戴手套#避免用手直接随意抓挠

伤口或触摸其他部位#以免造成此细菌扩散&

'&.

!

医护人员个人防护
!

进无菌层流室前医护

人员按照七步洗手法洗手#戴口罩'帽子#更换消

毒拖鞋'衣裤#接触患者时穿无菌隔离衣'戴手套#

离开患者时脱手套及隔离衣#脱手套后洗手消毒&

程飞等*

#

+研究表明医用橡胶手套具有渗漏性#医护

人员戴医用橡胶手套操作时#随着诊疗操作时间

的延长和操作种类的不同#渗漏的菌尘致使医护

人员双手污染#如果不及时进行手卫生#脱手套后

双手将成为医院感染的隐患&因此#医护人员在

接触患者时需戴双层手套!

K\M

薄膜手套
g

橡胶

手套"#戴手套前及脱手套后及时做好手卫生&流

动水洗手后手部干燥是决定接触相关交叉污染水

平的关键因素#干手措施的选择不当会造成手的

二次污染&

S9>6

@

等*

/

+进行了系统综述#比较了

不同干手措施的效果#发现擦手纸干手快#对细菌

清除有效#环境污染少等优点&本院采用擦手纸

干手#方便'有效&

'&#

!

健康宣教
!

何禄林等*

"

+研究表明#

"!&$a

住

院患者家属都意识到手卫生对健康的重要性#但

对接触患者及其物品前后#洗手可以保护自己和

患者不被感染等认知率较低!

!/&.a

#

)(&'a

"#

在实际执行中
!)&/a

#

-$&(a

患者家属认为简单

接触不需要洗手&护理人员加强对产
WI[%!

肠

杆菌科细菌感染患者家属手卫生知识的宣教#指

导患者家属在准备食物时需先洗手#接触患者时

需戴手套#脱手套后再次洗手消毒&

G

!

小
!!

结

医院与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产
WI[%!

肠杆

菌科细菌感染的预防与控制传播工作#做好患者

病室环境'接触物品的消毒隔离处理#正确使用敏

感抗生素和感染创口处理#加强饮食管理和健康

教育#同时医护人员加强个人防护#做好患者外出

检查时的管理#控制感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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