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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的潜在剖面及其与职业悲伤支持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3年11
月至2024年3月湖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的462名实习护生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人口学问卷、积极心理资本问

卷和职业悲伤支持量表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 实习护生分为低心理资本组(40%)、中心理资本组

(42%)和高心理资本组(18%)3个潜在剖面。年龄、性格和职业悲伤支持对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类别具有预测作

用(P<0.05)。结论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较低,临床护理教师应关注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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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护士群体中尤为突
出[1],新入职护士准备度普遍处于中等水平[2]。加强
实习护生的护理能力培养,有助于新入职护士队伍的
建设和保障医疗安全。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内部资源,
是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积极心理状态[3]。
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能够持久提高护理能力[4]。职业
悲伤是医护人员在面对患者死亡时所表现出的生理、
心理和社会上的不适状态[5]。长期遭受职业悲伤可
能导致累积性悲伤,进而影响个体的积极心理[6]。目
前关于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的测量及其与职业悲伤之
间关系的研究仍较为匮乏,且往往忽视了不同实习护
生群体之间的异质性[7]。因此,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
分析法探讨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的异质性,进而分析社
会人口学因素和职业悲伤支持对不同心理资本潜在
类别的影响,为不同类型实习护生制订个性化干预方
案以提升其心理资本水平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11月至2024年3
月湖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实习护生为调查对象。纳
入标准:(1)实习护生;(2)从事临床护理实习工作超
过3个月。排除标准:在调查期间外出学习或休假的
实习护生。本研究样本量按照条目数的5~10倍计
算,考虑20%的无效问卷,确定最低样本量为366例。
本研究经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
准(审批号:E2024121),实习护生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是否为
独生子女、性格自我评价、受教育背景、居住地、在校
职务情况及社会活动频率。(2)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PPCQ):

包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和乐观4个维度,量表采用

Likert7级评分法(“1=完全不符合”至“7=完全符
合”),其中第8、10、12、14和25条目为反向计分,总
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心理资本的积极倾向越强,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27。(3)职业悲伤支持量表
(professional

 

grief
 

support
 

scale,PGSS):经过专家咨
询对量表中的对象进行了调整,新修订的量表分别评
估同事(同科室实习护生)、领导(带教教师/护士长)、
家人、朋友和单位(实习单位)5个维度,共27个条目,
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1=非常不符合”至“5=非常
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获得的职业悲伤支持程度
越好,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7。
1.2.2 资料收集

采用在线问卷(https://www.wjx.cn)进行调
查,在正式参与调查前,实习护生将阅读以下内容:研
究目的、注意事项及决定是否参与调查,点击同意后,
即开始正式调查。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
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 Mplus8.0软件进行潜在剖
面分析,根据 Akaike信息标准(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贝叶斯信息标准(Bayesian
 

informa-
tion

 

criterion,BIC)和样本量大小调整的贝叶斯信息
标准(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BIC)
对分类模型进行评价,3个值越小,表明模型的拟合度
越好;当Lo-Mendell-Rubin调整似然比检验的P 值
(Lo-Mendell-Rubin

 

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
 

P
 

value,pLMR)和基于Bootstrap的似然比检验的 P
值(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P
 

value,pBLRT)
<0.05时,表明评价 K 类别的模型明显优于具有

K-1类别的模型。在确定最优模型后,基于稳健三
步法构建含有社会人口因素和悲伤支持的logistic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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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模型,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参与者特征

本研究发放调查问卷471份,回收有效问卷462
份,有效回收率为98.09%。462名实习护生中男78
例,女384例;15~<19岁8例,19~<23岁395例,
23~<26岁54例,≥26岁5例;独生子女89例,非
独生子女373例;内向性格271例,外向性格191例;
专科190例,本科252例,硕士20例;居住地:城市

162例,农村300例;担任职务227例;社会活动频率:
经常参与114例,偶尔参与323例,从不参与25例。
2.2 共同方法检验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提取11个特征值>1的公因子,第1个公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36%,<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
非常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潜在剖面分析

以心理资本各维度得分作为指标,从单类别基线
模型为起点,每次增加1个类别,分别拟合1~4个潜
在剖面模型,见表1。综合pLMR、pBLRT和熵值,
最终选择模型3,其中该模型熵值>0.80,表明分类准
确率超过90%。实习护生心理资本分3类,其中类别

1命名为低心理资本组(占40%),类别2命名为中心
理资本组(占42%),类别3命名为高心理资本组(占
18%),高心理资本组的韧性维度得分较低,见图1。
2.4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潜在类别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分析

采用稳健三步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高心
理资本组为对照,纳入分类变量(社会人口变量)和连
续变量(职业悲伤支持)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年龄、
性格及职业悲伤支持对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类别具有
预测作用(P<0.05),见表2。

表1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各潜在类别指标

模型 AIC BIC aBIC pLMR pBLRT 熵值 类别概率

1 11
 

762.53 11
 

795.61 11
 

770.22
2 11

 

053.52 11
 

107.28 11
 

066.02 <0.001 <0.001 0.88 0.74/0.26
3 10

 

824.89 10
 

899.33 10
 

842.20 <0.001 <0.001 0.82 0.40/0.42/0.18
4 10

 

729.52 10
 

824.64 10
 

751.64 0.75 <0.001 0.84 0.07/0.43/0.16/0.34

图1  3个类别模型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维度得分

表2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潜在类别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B SE t P
低心理资本组a

 15~<19岁 20.344 1.323 15.375 <0.001
 19~<23岁 21.176 0.835 25.365 <0.001
 23~<26岁b

 ≥26岁 参照

 外向性格 -1.503 0.545 -2.761 0.006
 内向性格 参照

 职业悲伤支持 -0.180 0.028 -6.309 <0.001
中心理资本组a

 15~<19岁 9.818 1.965 4.997 <0.001
 19~<23岁 12.583 1.529 8.228 <0.001
 23~<26岁 12.391 1.512 8.193 <0.001
 ≥26岁 参照

 外向性格 -1.460 0.473 -3.083 0.002
 内向性格 参照

 职业悲伤支持 -0.076 0.021 -3.536 <0.001

  a:以高心理资本组为对照;b:因样本量为零,未在分析中形成有效

分组。

3 讨  论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问题急需关注。本研究结果
显示,实习护生高心理资本组占18%,低于 TENG
等[8]针对护士的调查结果,而低心理资本组占40%,
表明实习护生的心理资本状况较为严峻。实习护生
在实习期间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角色从学生向临床护
理者的转变、从简单校园环境到复杂临床环境的适
应、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要求的提高、就业压力的增
加及社会支持系统的变化等。上述因素可能导致实
习护生出现严重的心理困扰[9],进而降低其心理资本
的水平。此外,高心理资本组的韧性维度得分较低,
可能与学校重视学业而忽视心理培训[10]、患者对护理
标准的高要求加大了工作压力,以及外界对护理职业
评价不佳可能导致实习护生产生错误的自我认知等
因素有关。学校和医院应共同关注实习护生的心理
健康。通过专门的心理培训课程,在实习前帮助学生
提升心理资本储备,增强其应对压力和角色转型的韧
性。医院积极参与实习护生的支持系统建设,与学校
密切合作,及时识别并解决实习护生在实践过程中遇
到的困惑和心理困扰,从而帮助他们增强职业荣誉
感,顺利完成从实习护生到护士的角色转换。

年龄与性格对心理资本潜在类别有影响。本研
究结果表明,年龄较大和外向性格的实习护生在高心
理资本组概率更高,与既往研究[11]一致。年龄较大的
实习护生拥有更加丰富的生活经验,能够更从容地处
理临床事务,快速地与患者、医生和教师建立良好关
系。同时纳入了部分护理研究生,其既往实习经验有
助于更好地适应临床环境。外向性格的实习护生通
常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和热情,这有助于他们获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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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支持和情感支持[12],增强其信心和希望,从而更积
极地应对困难和挑战。此外,外向性格的实习护生通
常更具乐观主义。因此,在临床实习带教中,应特别
关注年龄较小及性格内向的实习护生,通过心理培训
帮助其解决如护患沟通困难和社交焦虑等问题。同
时,带教教师应主动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强化社会
支持,进一步提升实习护生的心理资本。

职业悲伤支持能够明显正向预测实习护生心理
资本。本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悲伤
支持能够预测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类别(P<0.05)。护
士群体不可避免需要直面死亡,而职业悲伤往往被社
会忽视,长期的职业悲伤可能导致共情疲劳和职业倦
怠[9,13],进而降低心理资本水平。作为护士群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实习护生也正经历这一过程[14]。良好的
职业悲伤支持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减轻消极情绪。同
时,来自社会网络的建议、策略和经验有助于解决困
境,并通过积累经验增强自我效能,进而提高韧性水
平[15]。此外,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获得悖乱原则”指
出,当个体处于职业悲伤情境中时,针对性的支持能
够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尤其对低心理资本的实习
护生尤为重要。职业悲伤是实习护生护理生涯中的
一课,消极的职业悲伤效应可能导致个体产生焦虑、
无助、内疚及死亡侵入性想法等认知改变,而积极的
职业悲伤效应则有助于个体珍惜生命并实现个人健
康成长[6]。因此,良好的职业悲伤支持作为一种特殊
情境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实习护生生命价值观的树
立和职业荣誉感的培养具有潜在作用,这有助于增强
其心理资本水平。未来可以通过构建专门的心理小
组帮助实习护生摆脱职业悲伤,同时增设相关课程,
以培养其对职业悲伤的正确认知,从而进一步提升心
理资本水平。

综上所述,实习护生心理资本分为低、中、高3
类。学校和医院的教师应关注年龄较小和性格内向
的实习护生,主动给予职业悲伤支持,以帮助其解决
困扰,顺利完成从实习护生向护士的转变。本研究的
不足之处在于数据只来自一家省三级甲等医院,因此
结果的外推应谨慎对待。未来可扩大样本量并进行
纵向研究,以明确职业悲伤支持在实习护生心理资本
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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