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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现状并分析两者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2023
年6月至2024年1月期间，通过问卷星对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对实习护生角色压力

与差错压力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 = 0.05。结果：角色压力总分(46.77 ± 8.77)分，其中角色负

荷维度得分最高为(19.69 ± 3.23)分；差错压力取向总分(35.57 ± 7.33)分，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呈正相

关(r = 0.41、p < 0.01)。结论：实习护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压力和差错压力对其心理健康和

工作表现具有重要影响，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应重视实习护生的心理健康，共同推动护理队伍的稳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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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role stress and error stress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From June 2023 to January 2024, a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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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error stress of 
nursing interns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tar.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
relation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error stress of nursing interns, and the test level α = 0.05.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role stress was (46.77 ± 8.77), and the highest score of role load was (19.69 ± 
3.23). Error pressure orientation total score (35.57 ± 7.33), role pressure and error pressu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r = 0.41, p < 0.01). Conclusion: The role stress and error stress faced by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practice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work performance. Nursing managers and educa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
tal health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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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护理人员在医疗团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作为护

理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护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1]。然而，临床实习对于

护生来说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往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2]，如角色转换不良、临床适应障碍等

所导致的角色压力[3]。角色压力是指特定人群在承担特定角色和职责时所感受到的心理压力，在临床实

习过程中，实习护生常常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在复杂多变的临床环境中进行工作，如对患者护理的

责任、医疗团队协作的要求以及与患者家属沟通的能力等[4]，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5]。与此

同时，差错压力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压力形式，主要是由于工作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而引发的压力，在医

疗护理工作中，即使是小小的差错或失误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6]，而实习护生正处于角色转型的关键

期，角色适应不良时往往会导致护生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影响护理队伍的稳定发展[7]。目前，关于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的研究进展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临床实践的广泛关注。因此，了解实习护

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之间的相关性，对于深入了解实习护生的工作情况、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和临床

实习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以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 月间，通过问卷星对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纳入

标准：① 年龄≧18；② 护理专业；③ 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 问卷无效应答者；② 以下药物治疗者：

抗焦虑、抑郁药物。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行编制，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籍贯、家庭月收入、文化程度、实习时长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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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角色压力问卷[8] 
问卷包含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负荷三个维度，共 1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从“非

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个等级，其中角色模糊维度反向计分，角色冲突、角色负荷为正向计分，

评数越高表明角色压力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7，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768~0.834 之间。 

2.2.3. 差错压力问卷[9] 
问卷包含差错紧张、差错遮掩两个维度，共 11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五个等级，评数越高表明差错压力感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7，
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51、0.819。 

2.3. 资料收集  

2023 年 7 月至 2023 年 12，选用角色压力、差错压力两个量表对临床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

共发放 5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8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4.07%。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计量资料以“ X  ± s”表示，采用 Pearson 相关对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检验水准 α = 0.05。 

2.5. 伦理原则 

研究遵循有利无害、知情同意、保密的原则，得到调查对象同意后开展。 

3. 结果 

3.1. 社会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中男性 101 例(19.90%)，女性 407 例(80.10%)；文化程度以本科为主占比为 86.42% (439 例)。
见表 1。 

 
Table 1. Social demographic data of nursing interns (n = 508) 
表 1. 实习护生社会人口学资料(n = 508) 

社会人口学特征 例数(n) 百分比(%) 

性别 
男 101 19.88 

女 407 80.12 

籍贯 
城镇 179 35.24 

农村 117 64.76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120 23.62 

否 388 76.38 

文化程度 
专科 69 13.58 

本科 439 8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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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家庭月收入 

<2000 27 5.31 

2000~3999 116 22.84 

4000~5999 140 27.56 

6000~7999 95 18.70 

8000 以上 130 25.59 

性格 

内向 174 34.25 

外向 75 14.76 

两者都有 259 50.99 

实习时长 

1~3 个月 229 45.08 

4~6 个月 118 23.23 

6 个月以上 161 31.69 

能否胜任护士这一岗位 

完全不能胜任 35 6.89 

部分不能胜任 83 16.34 

勉强能胜任 134 26.38 

基本能胜任 209 41.14 

完全能胜任 47 9.25 

3.2.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得分和差错压力得分 

本研究中实习护生角色压力总分(46.77 ± 8.77)分，其中角色负荷维度得分最高为(19.69 ± 3.23)分、角

色冲突维度得分最低为(10.72 ± 2.33)分；差错压力取向总分为(35.57 ± 7.33)分，其中差错紧张维度得分最

高为(18.80 ± 4.00)分。见表 2。 
 

Table 2. Role stress score and error stress score ( X s± ) 
表 2. 角色压力得分和差错压力得分( X s± ) 

项目 总分 

角色压力总分 46.77 ± 8.77 

角色冲突维度 10.72 ± 2.33 

角色模糊维度 19.69 ± 3.23 

角色负荷维度 18.03 ± 3.87 

差错压力取向总分 35.57 ± 7.33 

差错紧张维度 18.80 ± 4.00 

差错遮掩维度 16.78 ±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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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取向的相关性分析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取向呈正相关(r = 0.41、p < 0.01)，其中角色冲突维度与差错压力取向

呈正相关(r = 0.22、p < 0.01)，角色模糊维度与差错压力取向呈正相关(r = 0.12、p < 0.01)。角色负荷维度

与差错压力取向呈正相关(r = 0.48、p < 0.01)。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error stress orienta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r = 0.41) 
表 3.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取向的相关性分析(r = 0.41) 

 角色压力 角色冲突 
维度 

角色模糊 
维度 

角色负荷 
维度 

差错压力 
取向 

差错紧张 
维度 

差错遮掩 
维度 

角色压力 1       

角色冲突维度 0.67** 1      

角色模糊维度 0.70** 0.33** 1     

角色负荷维度 0.77** 0.31** 0.21** 1    

差错压力取向 0.41** 0.22** 0.12** 0.48** 1   

差错紧张维度 0.48** 0.33** 0.18** 0.50** 0.77** 1  

差错遮掩维度 0.21** 0.07 0.04 0.30** 0.86** 0.34** 1 

注：**p < 0.01。 

4. 讨论 

4.1.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角色压力总分(46.77 ± 8.77)分，处于较高水平，远高于陈钰的研究[10]。
这表明处于实习阶段的护生在承担角色职责和护理患者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的巨大的压力，实习护生初入

临床一线由于专业技能不熟练、理论知识薄弱，缺乏临床工作经验，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实习护

生在进行护理工作中感到刚强烈的压力。此外，本研究中实习护生角色模糊维度得分最高，表明研究对

象在由学生转变为临床护士这一过程中对角色的定位不明确，很难快速完成角色的蜕变[11]。实习护生差

错压力取向总分为(35.57 ± 7.33)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差错紧张维度得分高于差错掩盖。实习护生可

能认为差错本身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因此对差错的紧张感较高，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掩盖差错

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正视自己的差错，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掩盖错误[12]。 

4.2. 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的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实习护生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取向呈正相关(r = 0.41、p < 0.01)，其中角色压力与差错

紧张呈正相关(r = 0.48、p < 0.01)。在医疗领域，实习护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她们会面临更多的责任和

要求，这些角色的期望和责任可能导致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差错压力，本研究调查对象差错遮掩得分为

(16.78 ± 4.95)分、差错紧张维度得分为(18.80 ± 4.00)分远高于丁梦茹的研究结果[1] [9] [13]。当护生角色

压力越高时，其差错压力和差错紧张感就越高，可能与角色压力过大促使实习护生更加专注和紧张地工

作有关。为了减轻实习护生的角色压力和差错压力，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包括提供更好的支持

和指导、强调团队合作和互助、提供适当的心理健康支持等[14]。同时，实习护生个人也需要学会有效地

https://doi.org/10.12677/ns.2024.133044


胡丹丹 等 
 

 

DOI: 10.12677/ns.2024.133044 304 护理学 
 

管理自己的压力，包括通过合适的自我调节方法来应对角色压力和差错压力，如寻求支持、学习放松技

巧等[15]。总之，实习护生的角色压力与差错压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这需要医疗机构、护理教育者和

个人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轻这种压力，如开展正念冥想训练、现实冲击理论的心理课程、提供社会支

持等干预措施，以保障实习护生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安全[16] [17]。 

5. 结论 

实习护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确实面临的角色压力和差错压力，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应重视实习护生

的心理健康，共同推动护理队伍的稳定发展。本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深入探讨和

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影响实习护生压力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因素，探索有效的心

理健康支持和干预策略，以及提高实习护生的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从而为实习护生的培训和管理提供

更加科学的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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