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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护士职业适应性影响因素分析

杨　莉　任丽萍　杜　琳　李甜甜
（济宁医学院护理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调查男护士职业适应性程度，探讨影响男护士职业适应性的因素。方法　选择１９８名在职
男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职业适应性量表测试职业适应性程度。结果　将职业适应及各维度得分换算成总均
分，总量表得分为（３．３４２±０．３８２）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人际适应（３．９６７±０．７７８）分、护患适应（３．９６３
±０．６８９）分、心理适应（３．１２７±０．４９１）分、能力适应（２．９９１±０．４２８）分。各维度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男护士
职业适应性的因素有职称、工作岗位获得荣誉或奖励次数、工作科室与学校毕业前所学学科是否一致及每日与

患者接触时间。结论　男护士职业适应性总体处于中等自评状况，其中职业人际适应与护患适应较好，职业能
力适应最差。职称、工作岗位获得荣誉或奖励次数、工作科室与学校毕业前所学学科是否一致及每日与患者接

触时间是影响男护士职业适应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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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护士
投身临床从事护理工作［１］。职业适应性对就职者

的就业、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劳动者市场的稳定等均

有深远影响［２］。面对男护队伍的日益壮大，深入

探讨与认真研究男护士能否良好地适应医疗大环

境，能否认真地履行护士职责［３］，其职业适应性水

平、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如何改善等问题［４］，已成

为各级医院护理管理者急待应对和解决的课题。

本文通过调查男护士职业适应性程度，分析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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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尚未入职和／或已入职护理工作的男护士提
供职业适应方面的建议。同时，透过男护士的职业

适应发现护理工作及护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医

院护理管理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便利抽样。选择济宁市两所“三甲”综合性医

院在职、注册男护士１９８名作为研究对象，要求从
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并且至少１年工作经验。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编制问卷　本文借鉴美国 ＡＣＧＭ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Ｐｒｏｊｅｅｔ项目关于毕业后教育受训者能力考核
方法和能力测试量表，结合国内外职业适应性研究

的相关经验，编制男护士职业适应初始问卷，测量

ａ系数为０．９０７。采用逻辑分析与单项与总和相关
分析等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初始问卷进行内

容效度分析，并结合专家意见对初始问卷进行分析

和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１．２．２　问卷内容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男
护士职业适应调查，由职业能力适应（１７项）、护患
关系适应（９项）、职业心理适应（１３项）与职业人
际适应（５项）四个维度共４４道题项组成。第二部
分为基本信息调查，包括工龄、技术职称、所获奖

励、与患者接触时间等多方面。

１．２．３　问卷计分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法，每个问题
均设置５个等级程度即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
一般、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并对每个等级分别赋

值即“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２”表示“比较符合”
……依此类推。反向题项的得分转换后计分。总

分４４～２２０分。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均值和标准差描述；以职业适应各维度及总

评得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方差分析有统计学意义

的人口学一般资料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男护士职业适应得分　见表１。
表１　男护士职业适应各维度的均分及标准差（ｎ＝１９８）

职业适应各维度 各维度题项数 Ｍｅａｎ±ＳＤ 各题项均分

能力适应 １７ ５０．８７９±８．１２６ ２．９９３±０．４７８

护患关系 ９ ３５．６６７±６．２００ ３．９６３±０．６８９

心理适应 １３ ４０．６５７±６．３８９ ３．１２７±０．４９１

人际适应 ５ １９．８３３±３．８９２ ３．９６７±０．７７８

总量表 ４４ １４７．０３５±１６．８０１３．３４２±０．３８２

２．２　男护士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　见表２。

表２　各维度线性回归分析男护士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ｎ＝１９８）

变量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Ｐ
能力适应维度（Ｒ２＝０．１２５，Ｆ＝３．８６１，Ｐ＝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４８．７００ ２．６７５ １８．２０７ ０．０００
　　职称（中级） ６．７６２ ３．１８５ ０．１６４ ２．１２３ ０．０３５
　　荣誉和奖励（２次） ６．１３７ ２．０６３ ０．２７９ ２．９７５ ０．００３
　　荣誉和奖励（１次） ４．６８０ １．８６１ ０．２５６ ２．５１５ ０．０１３
护患关系维度（Ｒ２＝０．１０６，Ｆ＝５．７３２，Ｐ＝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３９．６１２ １．２５４ ３１．５９７ ０．０００
　　工作的科室与学校毕业前所学学科是否一致 －３．７６８ １．２５２ －０．２０６ －３．０１０ ０．００３
　　与患者接触时间（４～６ｈ／ｄ） －８．０５６ ２．３３８ －０．２７１ －３．４４６ ０．００１
　　与患者接触时间（８ｈ或以上／ｄ） －４．０１０ １．３３９ －０．３０７ －２．９９４ ０．００３
人际适应维度（Ｒ２＝０．１７０，Ｆ＝５．５５５，Ｐ＝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２４．０９５ ０．９７８ ２４．６２８ ０．０００
　　工作的科室与学校毕业前所学学科是否一致 －２．０８４ ０．７７４ －０．１８１ ２．６９１ ０．００８
　　与患者接触时间（４～６ｈ／ｄ） ５．３９４ １．４５４ －０．２８９ －３．７０９ ０．０００
　　与患者接触时间（８ｈ或以上／ｄ） －２．５８７ ０．８４０ －０．３１５ －３．０８０ ０．００２
　　荣誉和奖励（２次） －２．０１６ ０．９９６ －０．１９１ －２．０２５ ０．０４４
　　荣誉和奖励（０次） －２．４８０ ０．８２４ －０．３１７ －３．０１１ ０．００３
总量表（Ｒ２＝０．１１２，Ｆ＝６．０８８，Ｐ＝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１６０．３５６ ３．３８７ ４７．３５１ ０．０００
　　工作的科室与学校毕业前所学学科是否一致 －１０．２９６ ３．３８１ －０．２０７ －３．０４５ ０．００３
　　与患者接触时间（４～６ｈ／ｄ） －１９．３５６ ６．３１６ －０．２４１ －３．０６４ ０．００２
　　与患者接触时间（６～８ｈ／ｄ） －１１．２６５ ４．２９８ －０．２５６ －２．６２１ ０．００９
　　与患者接触时间（８ｈ或以上／ｄ） －１３．７５０ ３．６１８ －０．３８８ －３．８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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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男护士职业适应水平
本文结果显示，男护士职业适应总体处于中等

自评状况，其中职业人际适应与护患适应较好，职

业能力适应最差。

男护士的职业适应是指男护士与其所在的职

业环境的互动中，对自身的职业角色、能力、态度、

人际关系等不断进行评估并做出相应调整的过程。

临床一线护士工作强度大，男护士每天与患者接触

时间多数达８ｈ之多，长时间工作一方面使得男护
士与科室其他医务人员能够长时间接触，有利于增

强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便于营造和谐的工作氛

围，促进人际关系发展，使其在医疗团队中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作用，提高职业人际适应。另一方面，

与患者长时间接触，能够加强对患者更好地了解，

对患者出现的生理和（或）情感需求能及时应对，

促进护患关系发展。本文结果显示，工龄、学历、职

称等方面调查显示男护士普遍年资较轻，考虑护理

工作实际情况及护士短缺等因素，入职后院方经过

短期培训后迅速将男护士分派至科室，没有重视对

男护士进行科学的职业规划，以及在后续工作中缺

乏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再教育，使得男护士只能依

靠工作中的实践积累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与

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而这个过程是漫长且艰难

的，对于年资较轻的男护士在短期的工作中掌握高

精尖技术，提高处理各种复杂医护问题的能力，提

高信息管理与科研能力，增强患者的诊断、治疗、协

调服务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多困难，影响职业能力

适应发展，严重者可能会导致职业适应不良或者倒

退等现象［５］。

３．２　男护士职业适应的影响因素
本文结果显示，职称、工作岗位获得荣誉或奖

励次数、工作科室与学校毕业前所学学科是否一致

及每日与患者接触时间是影响男护士职业适应的

主要因素（Ｐ＜０．０５）。
职称是男护士职业能力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这与张海伟［６］的研究相一致。医院对于临床护士

职业能力评价主要通过职称评定、奖励或荣誉以及

同行或患者评议等方式进行。一般而言，护士职称

进阶与工作年限有直接关系，因此，职称越高，年资

就越高，工作的时间就越长，积累的经验就越多，处

理临床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加之，由于男护士在体

力、精力、逻辑思维、应急能力等方面均较女护士有

明显的优势，他们大多数就被分配于急诊、ＩＣＵ、手
术室［１］等高风险、高强度科室，这些科室危重症患

者较集中，病情重、变化多，长期处于这样的工作环

境中，护理技术、观察力、判断力及处理复杂问题的

能力等都能得到有效锻炼和提高，工作成绩也能得

到有效突出。职称越高，工作能力就越强，在工作

中获得奖励或荣誉越多，工作就越有动力，职称与

工作中所获得的荣誉（或奖励）两者形成合力有利

于男护士职业能力适应的发展。

毕业前所学学科与目前工作科室相一致的男

护士在毕业前曾接受过正规的护理专业教育与系

统的专业知识学习［７８］，通过理论学习与临床实习

已基本具备应对临床护理工作的理论知识与技能，

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并融入临床工作，较容易与科

室其他医护人员建立起融洽的人际关系，与患者建

立和谐的护患关系，促进人际适应与护患关系适应

的发展。而毕业前所学学科与目前所在科室不一

致者由于不熟悉护理工作环境、不了解护理工作程

序以及不会做护理操作等原因，工作适应起来则相

对较困难。众所周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或护患

关系，人与人之间或护士与患者之间相处的时间尤

为重要。男护士高强度的工作使得每天与患者接

触的时间达到８ｈ之多，长时间的工作接触有利于
医护间及护患间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促进人际适

应与护患适应的发展。

４　小结

目前，国内外对于职业适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青少年、高校毕业生、残障人员等特定群体，讨论其

适应性的影响因素，而针对男护士职业适应性的研

究报道很少［９１０］。本文以男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探讨男护士职业适应性的影

响因素，为男护士提供职业适应方面的建议，为医

院护理管理者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恪守严谨、科

学，但受多因素影响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职业

适应的影响因素众多，受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文

只考察和验证了一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职业适

应能力的影响，而不能排除认知、家庭因素等对职

业适应的影响。其次，样本的采集也存在局限性且

年龄总体偏轻。本文采用便利抽样，选取济宁市最

大的两家综合性“三甲”医院，虽大多数男护士毕

业后首选三甲医院就业，样本具 （下转第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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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胡方慧　王　敏　韩　冰　袁国廷　李红琳
（济宁医学院外国语学院，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目的　旨在研究英语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水平的关系。方法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５５名来自
某高校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进行了英语语音感知能力和听力水平测试；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描述
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英语超音段感知能力、英语音变感知能力能显著预测英语听力水平（Ｐ＜０．０５），
而英语音段感知能力与英语听力水平关系并不显著。结论　１）英语音段感知能力的高低不能预测显号是考听
力水平的高低。２）英语超音段感知能力和音变感知能力越强的学生其英语听力水平就越高。英语语音教学应
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超音段和音变感知能力，从而提高其英语听力水平。

关键词　英语语音；感知能力；听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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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是语言学习的重要输入途径，听力能力差是
制约语言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１］。然而，听力理

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罗斯特曾从神经学、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教育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听

力理解的过程［２］。影响听力水平的因素很多，但

是，对声音原始编码的感知过程是听力理解的第一

阶段。听力理解过程的起点就是对语音的感

知［３］。由此可见，语音感知能力与听力理解能力

紧密相关。然而，国内鲜见关于英语语音感知能力

与听力水平的相关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主

题为“英语语音感知”并含“听力”的相关文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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