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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护士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
的中介效应分析

周欣可 1 胡凯利 2 胡嘉欣 1 赖婷 1 吴明珑 2

【摘要】 目的 探讨规范化培训护士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

用临床归属感量表、职业韧性量表和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对武汉市四所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护士进行

问卷调查。结果 312名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得分（106.53±38.37）分，职业韧性得分（66.14±23.57）分，职

业认同感得分（105.73±29.90）分；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与职业韧性、职业认同感均呈正相关（r=0.543，
P＜0.01；r=0.552，P＜0.01），职业认同感与职业韧性呈正相关（r=0.665，P＜0.01）；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

感与职业认同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率为50.92%。结论 规培护士临床归

属感对职业认同感有直接预测作用，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可通过

提高职业韧性与临床归属感来增加规培护士的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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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between clinical belong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thods Clinical belonging scale,
Occupational resilience scale, and Nurs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clinical nurses in 4
tertiary hospitals in Wuhan. Results The clinical belonging score (106.53 ± 38.37),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score (66.14 ± 23.57),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ore (105.73 ± 29.90) were obtained from 312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The clinical belonging of the nurs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r=0.543, P＜0.01; r=0.552, P＜0.01), and the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665, P＜0.01). The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nical belonging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contributing 50.92% to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belonging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has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linical belong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can be increased by improving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and clinical belonging.

【Key words】 Standardized training nurses; Professional resilience; Sense of clinical belong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Mediating effect

规范化培训护士（以下简称“规培护士”）是自院

校毕业后新进入护理岗位的护士，需接受为期24个
月的专业培训方可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1］。规

培护士不仅面临工作上的压力，心理上也承受着极大

的冲击，导致新护士在一年内的离职率为 27.6%［2］。

研究发现提升护士满意度可有效降低离职率，而职

业韧性、职业认同感和临床归属感是提升满意度的

主要因素［3］。职业韧性是个体从变化的职业环境或

逆境中恢复的能力，良好的职业韧性有助于积极面

对逆境并获得自我成长，在新入职护士转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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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要作用［4］。职业认同感包括主观上的自我感

觉、经历以及对护理工作的积极思考及实践，良好的

职业认同感能有效缓解职业倦怠，减轻工作压力和

增加工作热情［5］，且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关系［6］。归

属感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会对人的行为和思想产生影

响，规培护士归属感低会降低对护理工作的认同度，

导致对工作责任感不强、工作嵌入度低［7］。目前尚

无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与职业韧性关系的中介研

究，本研究为进一步了解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

韧性与职业认同感的关系，提出“临床归属感对职业

认同感有直接影响，且职业韧性可能是临床归属感

和职业认同感的中介变量”的假设。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2年 9月至 2023年 5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

取武汉市四所三级甲等医院的规培护士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并已注册的

规培护士；②工作时间不超过 25个月；③知情同意

且自愿加入本研究。排除标准：①不在岗时间超过

3个月的规培护士；②规培前有工作经验的护士。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量的要求［8］，样本量

取变量数的 5~10倍且不少于 200；本研究变量数为

23个，估计样本量 200~230，考虑 20%问卷不合格

率，最终确定样本量为200~276。
二、调查方法

使用问卷星问卷调查系统设计调查问卷，问卷

指导语中包含知情同意书、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等。在取得护理部支持后，将问卷链接发送至各级

规培护士联系群。为保证问卷填写质量只允许从微

信作答，一个用户只作答一次，问卷填写完整才能提

交，并剔除作答时间不足6 min的问卷。共回收问卷

346份，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34份，最终收集有效

问卷312份，有效回收率为90.2%。

三、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性

别、是否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参加规培的时间、学

历、科室、每月夜班数、薪酬满意度等。

2. 临床归属感量表 采用田靖等［9］汉化的临床

归属感量表，共34个条目，包含尊重、联系、效能3个
维度。每个条目 1~5分，得分越高表明临床归属感

越好。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6，
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6~0.970。

3. 职业韧性量表 采用由李霞［10］本土化的职业

弹性量表，共 21个条目，包含主动性、职业愿景、学

习能力、成就动机、心理韧性和灵活性6个维度。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分别

计 1~5分，总分 21~105分，分数越高表明职业韧性

越强。量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8，
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0~0.929。

4. 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 采用刘玲等［11］编制的

护士职业认同感评定量表，共 30个条目，包含职业

认知评价、职业社会支持、职业社交、职业挫折和职

业反思 5个维度。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总分为

30~150分，得分越高提示职业认同感水平越高。总

分30~60分为低分组，61~90分为偏低组，91~120分
为中等组，121~150分为高分组。量表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80，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835~0.939。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IBM公司，美国）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值±标准差（x±s）描述；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对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

性和职业认同感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AMOS 23.0
（IBM公司，美国）分析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和职

业认同感之间的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为 5 000
次。检验水准α=0.05，置信区间为95%。

结 果

一、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312名规培护士，男 44人，女 268人；年龄中位

数为23岁（20~26岁）。学历：硕士5人，本科304人，

专科3人。科室：外科113人，内科117人，妇科8人，

儿科4人，肿瘤科9人，手术室6人，其他55人。2021
年参加规培162人（51.9%），2022年参加规培141人
（45.2%）；134人（42.9%）每月夜班数为 6~9个；128
人（41.0%）对薪酬持一般态度，97人（31.1%）对薪酬

持满意态度。

二、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和职业认同

感得分

312名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总分为（106.53±
38.37）分，职业韧性总分（66.14±23.57）分，职业认同

感总分为（105.73±29.90）分，各维度得分见表1。
三、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和职业认同

感的相关性分析

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与职业韧性、临床归属

感与职业认同感、职业认同感与职业韧性的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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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0.543、0.552、0.665（P均＜0.01）。
四、规培护士职业韧性对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

同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AMOS 23.0以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为自变

量，职业韧性为中介变量，职业认同感为因变量，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图 1），检验规培护士职业韧性的

中介作用。研究中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各拟合指

数显示：χ2/df=1.321，GFI=0.957，AGFI=0.939，TLI=
0.996，CFI=0.997，IFI=0.997，NFI=0.986，RMSEA=
0.032，各项指标均满足模型拟合指数要求［12］，表明

模型拟合良好。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分析法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设置对

原始数据重复抽样5 000次。结果显示：规培护士的

临床归属感既可以直接影响职业认同感，也可通过

职业韧性对职业认同感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总效应

值为0.487，临床归属感对职业认同感的直接影响效

应值为0.239，占总效应值的49.08%，而通过职业韧

性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0.248，占总效应值的

50.92%，并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上下限均不包

含0，并且总效应的的上下限也不包含0（表2），说明

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对职业认同感的预测过程中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讨 论

一、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职业认同

感现况

本研究调查发现，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总分为

（106.53±38.37）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这与刘丽娟

等［13］的研究结果相近。规培护士在培训期间需要在

各科轮转［1］，不断适应新环境，进而产生巨大心理压

力使归属感降低。其中，效能得分最低，说明规培护

士在面对新事物和新挑战时缺乏自信心，其原因是

规培护士入职时间短缺乏工作经验，导致信心的缺

乏。有研究［14］表明，积极的自身认知与自我调节、社

会支持与认同对护士临床归属感有明显提升作用，

可鼓励规培护士参与科室各项活动及各类专科会

议、举办元认知研讨会等提升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

规培护士职业韧性总分为（66.14±23.57）分，处

于中等水平，高于房欣［15］的调查结果，但低于罗仕妙

图1 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对职业认同感的影响路径

表 1 312名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和职业认同感

得分（x±s，分）

项目

临床归属感

尊重

联系

效能

职业韧性

主动性

职业愿景

学习能力

成就动机

心理韧性

灵活性

职业认同感

职业认知评价

职业社会支持

职业社交

职业挫折

职业反思

总得分

106.53±38.37
47.02±17.29
34.60±12.45
24.92±9.19
66.14±23.57
18.84±6.99
9.49±3.59
9.37±3.69
9.67±3.53
9.49±3.65
9.27±3.50

105.73±29.90
31.65±9.19
21.25±6.22
21.09±6.25
21.11±6.20
10.63±3.26

条目均分

3.13±1.13
3.13±1.15
3.14±1.13
3.11±1.15
3.15±1.12
3.14±1.16
3.17±1.20
3.12±1.23
3.22±1.18
3.16±1.21
3.09±1.17
3.52±0.10
3.52±1.02
3.54±1.04
3.51±1.04
3.52±1.03
3.54±1.09

表 2 规培护士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的中

介效应

效应关系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β值

0.487
0.239
0.248

标准误

0.057
0.049
0.027

95% CI

0.377~0.603
0.154~0.343
0.196~0.303

效应占比

49.08%
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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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6］对新入职护士的调查结果，可能与调查群体不

同有关。Bara＇c等［17］的研究发现护士职业韧性是一

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受工作时长、社会因素、工作制

度、个体特质等因素影响［18］。在培训过程中积极提

升专业能力可有效增强护士自信，通过冥想、休闲运

动等方式增加自身心理韧性。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帮

助规培护士提升沟通技巧，提供解决冲突的方法和

组织宣泄情绪活动来提升其职业韧性［19］。

规培护士职业认同感总分为（105.73±29.90）
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实习护生［20］及临床护士［21］的调

查结果相似，说明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并未因其身份

的转变及专业知识的提升而出现提升，多与社会环

境、个人特征与工作环境等相关［22］。其中，职业社交

得分最低，其原因是护士临床工作繁忙，人力资源紧

张，无法在确保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与同事或病

人良好有效的沟通交流。护理管理者应鼓励规培护

士与同事和病人积极沟通交流，通过增加规培护士

主导的医疗活动，提升其职业认同感的同时提升病

人及社会对护理行业的认同度［23］。

二、规培护士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及职业认同

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呈

正相关（r=0.552，P＜0.01）。有研究［24］发现较高的归

属感会增加工作热情，产生更强的工作及学习动力，

归属感得到满足就会对工作和生活产生积极的心

理，提高应对压力和逆境的能力，而职业认同感作为

一种心理体验会随心理变化而变化［25］，归属感得到

满足则会促进积极的想法产生，职业认同感也会随

之增强。职业认同感与职业韧性间呈正相关（r=
0.665，P＜0.01）。职业韧性是个体面对职业困境或

压力的适应能力，职业韧性的水平越高越能够主动

调节压力和疲劳带来的不利影响，越能够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和行动去处理工作中的逆境［26］。职业愿景

在职业认同感中占重要位置，可以通过职业规划指

导，开拓规培护士发展路径，展示成功案例等方法来

提升规培护士的职业发展期望，以此增加其职业认

同度。临床归属感与职业韧性间呈正相关（r=0.543，
P＜0.01）。当规培护士在工作中感受到了足够的归

属感，自我效能和被尊重感会随之提升，使其积极面

对压力和困难，随着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和被

尊重的心理得到满足，促使职业韧性不断加强。当

规培护士积极面对工作中的压力时，其自信心和自

尊会得到满足，对工作更加投入，并从工作中找到自

身意义，职业认同感会随之上升［27］。社会因素、个人

因素及专业因素是构成护士健康工作环境的三大因

素，心理因素是个人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归属

感、职业韧性与职业认同感构成了护士的职业心理，

三者均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时有利于护士职业生涯

的健康发展。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职业韧性与

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提示在规培护士工作或培训时

应重视人文关怀，通过访谈、组织交流会、举办专业

活动的方式了解其心理状态与遇到困难，鼓励引导

其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及情绪控制力，及时

调整相关培训方案有利于培训效果的提升［28］。

三、规培护士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

同感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本研究显示，职业韧性在临床归属感与职业认

同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0.92%，说明临床归属感可通过职业韧性间接影响

职业认同感。职业韧性包含职业主动性维度，其主

要反映人际方面的主动性。当规培护士在新环境中

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关怀与尊重，个体归属感随之上

升，而足够的归属感会提升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会

更积极的处理人际关系及工作困境，使得职业主动

性增强从而提升职业韧性［29］。对工作更加投入的护

士可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并不会受其人格

特征的影响。在组织支持度高的环境中，护士会对

工作投入更多，使护士主动性得到提升，从而促进护

士职业韧性的发展［30］。管理者可通过加强给予新护

士个人精神及物质的支持、营造支持性环境让护士

感受到尊重从而促使其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进而

提升职业认同感。职业社交是职业认同感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个体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主动性增加职业

认同感也随之上升。心理韧性和职业韧性虽是不同

领域的韧性，但都是人面对困境的一种复原力［31］。

有研究［7］表明，当护士拥有较高的心理韧性就有足

够的信心和能力去面对工作逆境，提升护理工作的

积极情绪，有利于职业认同感的提升。因此，护理管

理者应注重构建和谐的工作环境，给予规培护士足

够的支持与尊重，适当的访谈与同事间的休闲活动

会使其获得更多的归属感。加强护理学生的心理韧

性培养，积极开设人文心理健康课程或讲座，将护理

专业与弹性培训计划联系起来，提高规培护士的学

习参与度增强专业认同感，减少护理人员流失。

本研究结果显示，规培护士的临床归属感处于

中等偏低水平，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职业韧性在规

培护士临床归属感与和职业认同感之间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可为医院管理者在制定规培护士培训及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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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计划提供参考。但本研究调查仅局限于武汉四所

三甲医院，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不能准确反映整

个规培护士的情况，今后可扩大样本量，进行纵向研

究及联合医院实施相应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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