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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心理健康情况与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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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职业认同感的现状，探讨两者

的相关性。方法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某医学职业院校大二年级护理专

业的学生 151 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护士职业认同感问卷和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高

职护生的职业认同感总分为（59．19±11．65）分，焦虑情况得分为（45．11±7．56）分，抑郁情况得

分为（52．42±9．91）分；高职护生的焦虑、抑郁情况与其职业认同感及各维度的得分均呈负相关

（P<0．05）。结论 高职护生的职业认同感与焦虑、抑郁情况密切相关，应加强对高职护生焦虑、抑

郁情况的关注，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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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到高校

教育者的普遍关注。护理专业学生的心理健康情

况和焦虑情况对其学业成绩、情绪智力［1］、职业

态度［2］、主观幸福感［3］以及职业认同感［4］等都

会产生影响。护生职业认同感影响护理人员学习

和工作的全过程，护生职业认同感的高低影响护

生对将来职业的选择［5］以及其在工作中的积极

性［6］。本次研究通过调查护生心理健康状况及护

生职业认同感现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护

理教育者和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6 月，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某医学职业院校大二年级护

理专业的学生 151 名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全日制高职护理专业大二年级的学生；②自愿

参与本次研究者。排除标准：①中途退学者或休

学者；②近期经历过失恋、变故等创伤者；③问卷

答案呈明显规律性。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

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年龄、居住地、是否

是独生子女、性别、录取方式、是否担任学生干

部、是否喜欢体育运动、有无崇拜的护理前辈、

选择护理专业原因等。

1．2．2  护士职业认同问卷。本研究选用郝玉芳

等人编制的问卷，该问卷包括 5 个维度分别是：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职业自我概念、职业选择

的自主性、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以及社会说服。

本量表包含 17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

评分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对其赋

值 1 ～ 5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理专业学生的职

业认同水平越高。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95，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487 ～ 0．870，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1．2．3  抑郁自评量表（SDS）本次研究采用抑

郁自评量表进行高职护生抑郁情况的测评。量表

一共包括 20 道题目，选项包括以下 4 部分：偶 /

无 =1 分，有时 =2 分，经常 =3 分，持续 =4 分。

其中第 2、5、6、11、12、14、16、17、18 以及

20 题为反向记分。将学生各项题目的得分进行相

加，用相加的得分乘以 1．25 即为抑郁情况的最

终得分，得分结果≥ 53 分即表示学生存在抑郁

情况。

1．2．4  焦虑自评量表（SAS）本次研究采用焦

虑自评量表进行高职护生焦虑情况的测评。量表

一共包括 20 道题目，选项包括以下 4 部分：偶 /

无 =1 分，有时 =2 分，经常 =3 分，持续 =4 分。

其中第 5、9、13、17 以及 19 题为反向记分。

将学生各项题目的得分进行相加，用相加的得分

乘以 1．25 即为焦虑情况的最终得分，得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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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即表示学生存在焦虑情况。

1．3   调查方法 通过对班级辅导员进行统一

的指导语培训。由辅导员将电子问卷发放给班级

同学，并运用统一指导语进行解释。本次调查采

用不记名的方式，将回收问卷进行整理。本次研

究发放 1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1 份。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1．0 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比（%）表

示；计量资料用（ ±s）表示，运用 t 检验或方差

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运用 Pearson 相关做相关

性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得分

情况 本次研究中高职护生通过填写护士职业

认同感问卷，得出结果为护生职业认同感总分

为（59．19±11．65）分，处于中等水平。各维度

条目得分分别为：社会说服（7．11±1．90）分，

职业自我概念（21．38±4．75）分，社会比较与

自 我 反 思（10．66±2．07）分，职 业 选 择 的 自

主性（7．07±1．52）分，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9．55±2．32）分。

2．2   高 职 院 校 护 理 专 业 学 生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本次研究中高职护生通过填写抑郁自评量

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得出结果为：护生抑郁情况

得分为（52．42±9．91）分，其中存在抑郁症状

者占总人数的 53．0%（80 人）；焦虑情况得分

为（45．11±7．56）分，其中存在焦虑症状者占总

人数的 26．5%（40 人），既有焦虑又有抑郁者达

25．2%（38 人）。

2．3   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与心

理健康情况相关性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高职院校

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与心理健康情况呈负相

关，差异存在显著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高职护生焦虑、抑郁情况与职业认同感的相关性分析（r 值）    

项目
职业认同感

总分

社会比较与

自我反思
社会说服

职业选择的

自主性

职业自我

概念

留职获益与

离职风险

SDS 得分

SAS 得分

-0．298**

-0．195*

-0．262**

-0．138

-0．238*

-0．199*

-0．201*

-0．103

-0．276**

-0．177*

-0．288**

-0．206*

  ** 代表 P<0．01；* 代表 P<0．05。

3  讨  论

3．1   高职护生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水平 在

本次研究中，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

感得分为（59．19±11．65）分处于中等水平。在

以往的关于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感的研究中显

示，护生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水平［7］，本次研究

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见习和实习是护理

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的特殊时期，这一时

期对于护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研究显示，

护生在见习和实习期间其职业认同感也具有较高

的水平［8］。护生的职业认同感水平的高低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在戴振威［9］等人的研究中表明增

强学生的正念水平是提高护生职业认同感的有效

措施，同时提高护生的心理弹性也是提高护生职

业认同感水平的重要举措。一项关于护生职业认

同感水平的研究［10］中显示护生职业认同感水平

的高低受到护生目前的学历、高考生源地、学习

护理专业的意愿以及护生临床实习时间的影响。

社会说服往往是职业认同感各维度中得分最高

的，护理专业学生选择护理专业以及对护理专业

的认识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家庭以及周边亲友的

介绍，因此给护生积极的正面职业教育和引导也

是提高护生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手段。护理教育者

在职业教育过程中也可以增加对学生的职业荣誉

感教育［11］等多种途径和策略提高护生的职业认

同感。

3．2   高职护生焦虑、抑郁现状 本次研究中，

通过对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焦虑抑郁情况调查

得出护生抑郁情况得分为（52．42±9．91）分，其

中存在抑郁症状者占总人数的 53．0%；焦虑情况

得分为（45．11±7．56）分，其中存在焦虑症状

者占总人数的 26．5%，既有焦虑又有抑郁者达

25．2%。本次研究结果与宫娟等［12］人研究的本

科护生的焦虑抑郁情况较为一致，但是与郑世

华等［13］人的研究结果相比，本次研究中护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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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抑郁检出率相对较高。由此可见，高职护生

的焦虑、抑郁水平仍是研究者不容忽视的。护生

作为未来临床护理工作者的储备力量，在学校

学习的专业课程安排紧凑，学习任务重可能会

增加学生的精神压力。此外，护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还与人际关系、学历、性别以及年级等具有密

切关系［14］。关注护生的心理健康，应该从多角度

着手、增加和学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了解学生

的心理状态才能有效地提出解决策略。

3．3   高职护生焦虑、抑郁水平与职业认同感

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护

生的焦虑抑郁水平与职业认同感呈负相关，表

明护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越低其职业认同感水

平越高，此研究结果与赵广芳［4］等人研究结果

相一致。护生在校学习期间保持良好的心理状

态有利于其对护理职业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护理教育者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和解决学生面临

的问题，如缓解其学习的压力，改善其人际关

系，丰富其课余生活等。通过了解学生存在的心

理问题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可以帮助护生建

立对职业的期望和信心。此外，护生的职业认同

感水平也会影响学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有研

究表明护理教育者通过使学生尽早接触临床护

理工作，增加学生对护理职业的认识和了解，能

够改善护生的职业认同感［15］。另外，护生的家

庭其他成员对于护理职业的态度也是影响其职

业认同感的重要因素［16］。因此，通过多种途径

围绕护生以及护生的家庭社会环境，制定对应

的措施是提高护生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方式，同

时也是改善护生大学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

手段。护生焦虑抑郁状况与职业认同感相互影

响，通过多种手段改善护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及

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感水平，可以达到相互促

进的效果。

4  结  论

高职护生的职业认同感处于中等水平，其焦

虑抑郁情况也不容忽视。此外，高职护生的职业

认同感和焦虑、抑郁水平呈负相关，护生焦虑、

抑郁水平越低，其职业认同感水平越高。护理教

育者和管理者通过多种手段关注并提高护生的心

理健康和职业认同感水平，可以达到相互促进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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