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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对护生职业认同的影响，本文对疫情期间护生职业认同的变化、常用测量

工具、影响因素和提高措施进行了综述，为了解护生职业认同水平及提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护生职

业认同感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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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hange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profes-
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during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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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爆发起，作为抗击疫情主力军的护理人员便前赴后继、

迎难而上，凸显了护理的专业价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肯定。然而，护理人才紧缺是当前护理发

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护生是临床护理队伍的重要储备资源，其职业认同对维持护理专业队伍稳定有重要

影响。职业认同指的是对职业的主观认识和接纳程度[1] [2]，包括目标、社会价值等方面的评价[2]，对

职业发展规划影响重大[3]。疫情使护士获得了更多的正面舆论报道与公众认可，却也凸显了护理工作的

特殊性[4] [5] [6]。因此，有必要了解疫情期间护生的职业认同现状与变化以及如何借此机会促进护生职

业认同教育。国内对护生职业认同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疫情期间进行的调查较少且缺乏相关综

述。本文对疫情前后护生职业认同变化、常用职业认同调查量表及疫情期间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 

2. 疫情前后护生职业认同变化 

2.1. 护生职业认同现状 

2.1.1. 护生职业认同总分 
王慧敏[7]和Sun等[8]使用Brown的“职业认同感量表”进行调查发现疫情期间护生职业认同感较高，

处于中等水平。苏永静等[9]用郝玉芳“护生职业认同问卷”对本科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实习护

生职业认同处于中等水平，较疫情前有所升高。另有调查表明实习护生职业认同较疫情前略有下降[10]，
这可能与研究选用的“护士职业认同调查问卷”(刘玲)不针对护生有关。解霜雁等[11]运用自设职业认同

变化和职业使命感问卷调查发现 79.2%的护理学生更加认同自己的专业；19.1%没有变化；1.7%更加不认

同。类似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对护生职业认同的影响中 86%为积极影响，4.1%为消极影响[12]。在阳绿

清等[13]的调查中，52.5%的调查对象表示疫情让其对护理职业的选择更加坚定。造成小部分护生职业认

同感下降的原因可能为关于被感染和牺牲的医护人员的报道使护生意识到护理工作的危险性，开始担心

自身安危[14]。 

2.1.2. 职业社会支持 
职业社会支持是护生职业认同调查中结果差异最大的维度。在阳绿清[10]和杨雅纯等[7]的调查中，

职业社会支持维度得分最低。苏永静等[6]的调查结果显示护生社会说服水平中等偏下。与此同时，也有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职业社会支持是得分最高的维度[7] [15] [16]，该结果与 SARS 后社会人员和护士对护

理社会地位的认知一致[12] [17] [18]。这可能与疫情使护理的价值得以凸显[15]，且媒体对医护形象进行

大量正面宣传有关[4]。导致不同调查中职业社会支持得分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5 点：首先，繁重的抗

疫工作和短缺的人力资源使得护士的工作十分繁重[7]。其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隐匿传播与普遍易感的

特点、早期职业防护与院感管理的缺乏、医护工作者牺牲的报道都使家长和护生意识到护理工作的危险

性[10] [19]此外，社会支持维度得分较低的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已有实习经历的学生。因此，社会支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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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低可能与实习后受到现实冲击[20]及实习期间未得到带教老师充分的指导和关怀密切相关。最后，

目前的护理模式不能充分发挥护士独立功能，护士的职业形象尚未被社会充分认可，护理人员的自尊心

和自我实现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也是社会支持得分低的可能原因[6]。 

2.2. 疫情前后护生职业认同水平变化 

疫情前护生职业认同感普遍偏低[21] [22] [23]，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14]，各层次护理专业学生的职

业认同水平在实习后有降低趋势，可能与发现护理专业价值和社会地位较低有关[15]。苏永静等[9]在疫

情不同时期对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结果均显示护生职业认同感较疫情前有所提升，这说明疫情为护生职

业认同感带来的积极影响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Zhao 等[14]对 2999 名护生进行调查，发现护生的职业

认同水平在疫情后显著升高。针对 SARS 和地震后护生职业认同水平的相关调查也表明护生对护理专业

的态度更加积极。90%以上的学生认为护理工作是神圣的，超过半数的学生为选择护理专业而自豪[17] [24] 
[25] [26]。这可能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社会人士及护理人员对护士社会地位的认识水平提高有关[17] 
[18] [25]。 

3. 常用量表 

目前研究中使用量表数量较多，种类繁杂且不乏自设问卷。以下将详细介绍出现频率最高的三种量表。 

3.1. 普适性量表 

职业认同感量表(OIS)由 Brown 等[27]于 1986 年编制，包括职业认知(3 个条目)、职业评价(3 个条目)、
职业影响(４个条目) 3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

分别计 1~5 分，其中条目 2、3、6、7、10 为反向计分，总分为 10~50 分，得分越高表示研究对象的职业

认同感越强。国内 Lu 等[28]进行翻译汉化后在我国被广泛应用，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0。王慧

敏等[7]使用该量表测量了专科，本科各年级和护生的职业认同水平，Sun 等[8]的测量对象为本科生，硕

士和博士。 

3.2. 专业针对性量表 

3.2.1.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Profess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for Nursing Students, PIQNS) 
由郝玉芳等[29]于 2011 年编制。该量表运用专家咨询法、访谈法和文献法进行设计，包括职业自我

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职业选择的自主性和社会说服 5 个维度，共 17 个条

目。问卷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很不符”–“很符合”依次赋值 1~5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生职业

认同水平越高。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5。此量表专门针对护生群体研制且不限制学历层次，在

中国护生群体中得到了广泛测量，是目前护生职业认同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量表。Zhang 等[12]运用此

量表对全国 18 所医学院校的本硕博护生进行了测量；NIE 等[15]运用此量表对本科和专科的实习生进行

测量；徐敏等[22]将其用于本科实习护生的职业认知干预实验。 

3.2.2. 护士职业认同量表 
刘玲等[30]通过定性访谈法、专家咨询法和文献回顾法设计《护士职业认同调查问卷》，包括职业认

知评价(9 个条目)、职业社会支持(6 个条目)、职业社交技巧(6 个条目)、职业挫折应对(6 个条目)及职业自

我反思(3 个条目)5 个维度，共 30 个条目。量表使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分别计 1~5 分，满分 30~150 分，分数越高职业认同度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938，折半信

度为 0.880。杨雅纯等[10]将此量表用于实习护生职业认同感测量，宇丽等[2]将其用于本科护生职业认同

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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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护生职业认同度调查中最常用的是郝玉芳[29]“护生职业认同问卷”，Brown [27]的“职

业认同感量表”和刘玲[30]的“护士职业认同调查问卷”也被广泛使用于研究中。此外，有研究使用了

porter 等[31]编写的“护士职业认同问卷”。胡忠华[32]“护理本科生专业认同调查问卷”也出现在相关

研究中。 

4. 影响因素 

4.1. 心理因素 

新冠流行期间，心理压力普遍存在于医学生中[33]。有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大小与职业认同水平呈负相

关[14] [34]。心理弹性是压力应对能力的衡量标准。心理弹性对帮助个体处理危机事件，实现创伤后成长

具有重要作用[35]。创伤后成长对个人发展和职业强化具有积极意义[7]。心理弹性水平与职业认同度密

切相关[36]。心理弹性越强则护生职业认同感越高[18]。因此，护理教育者应有意识地通过“情感分享”、

心理暗示等干预手段提高护生心理弹性，从而促进职业认同[16] [18]。 

4.2. 人口社会学因素 

4.2.1. 是否为独生子女 
刘莹等[18]研究表明独生子女职业认同感普遍低于非独生子女，与赵广芳等[37]的研究结果一致。由

于在成长过程中倍受呵护，家庭给予经济支持力度也较强，独生子女吃苦耐劳精神相对较弱，在面对辛

劳琐碎，服务性较强的临床护理工作时难以产生较高的职业认同[18]。独生子女在新一代护生中占比较高。

护理教育者应重视独生子女的专业思想教育，密切关注其思想变化。 

4.2.2. 亲属中有无医务工作者 
Zhao 等[14]研究发现亲人中有护理人员的护生职业认同感更高，而在 Zhang 等[12]的研究中有医务人

员亲属的护生职业认同感更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Zhao 等[14]的研究对象有 68.4%来自湖北，

其中 14.4%来自武汉。作为疫情始发地，湖北省的医务工作者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扬和政策支持。除了

积极的榜样作用外[11]，这些护士也更容易对护理工作产生认同感[7]，并将这份认同感传递给护生。这

提示护理教育者可以使用榜样的力量，积极收集与护生日常生活较为接近的优秀护理人员事迹，激发护

生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责任感。 

4.2.3. 性别 
王慧敏等[7]研究发现男性的职业认同低于女性(P < 0.01)，与 Zhi 等[34]和 Zhang 等[12]的研究结果相

同。阳绿清等[13]的调查显示男性跟女性在“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的得分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得分低于

女性。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男性职业认同度高于女性[14] [15]。由于男性普遍更倾向于追求刺激、权利和

成就，具有享乐主义和自我导向的特点，男护生更容易认为临床护理挑战性低，难以发挥个人价值[7]。
此外，目前护理团队仍以女性为主，社会偏见也导致男护生职业认同度较低[38] [39]。由于身处信息发达

的环境中且年龄较小，男护生更易受到性别刻板效应的影响[40]，产生职业压力[41] [42]。造成男护生职

业认同感较高的原因可能是男护士由于体力充沛、思维活跃、心理承受能力强等优势，在一些特殊科室

受到护理管理者的欢迎[43]。此外，在疫情抗击中男护士的公众认可度有所上升也是原因之一[7]。 

4.2.4. 生源地 
阳绿清等[13]研究发现农村护生职业认同感总分显著高于生源地为城市的护生，但城市护生的职业自

我概念高于农村护生。有研究表明社会地位是影响职业认同感的重要因素[16]。由于希望通过学习护理离

开农村，提升社会地位，农村护生的职业认同感总分较城市护生高。职业自我概念指个体基于特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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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对自身的感知和看法，可反映其自尊情感与行为取向[44]。城市护生普遍家庭经济状况较好，没有专

业选择负担，因此能更清晰地认识护理的职业自我概念与社会职责[13]。 

4.2.5. 学历 
学历与护生的职业认可度呈负相关，学历越低护生职业认同越高[7] [13]。由于分层管理机制不够完

善，高学历护生(本科及以上)的优势无法在临床体现，较高的职业期望无法得以实现[7]。因此，高学历

护理人才往往更倾向于从事护理教育或其它健康相关的岗位，这进一步降低了其职业认同[13]。与此同时，

由于受限于学历难以得到好工作，专科护生往往更珍惜临床护理工作机会，对护理有更高的职业认同[13]。
因此，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应根据不同学历层次护生的能力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和专业思想教

育[7] [18]。护理教育者应注重对本科生评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并有意识地为高学历护生提供科研

平台，鼓励其对疫情期间的临床护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7]。 

4.3. 专业选择 

相对而言，基于兴趣选择护理专业、自愿学习护理、高考时将护理作为第一志愿的护生职业认同感

更强。 
王慧敏等[7]研究发现将护生依据职业认同水平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因个人志愿就读的护生、听从父

母意见或考虑就业的护生、接受志愿调剂就读护理专业的护生。基于个人志愿选择护理专业的考生更可

能综合考虑自己的个性、能力以及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这有助于对护理专业的认可[14]。此外，由于对

护理专业更倾向于正面感知评价，这些护生更易在疫情中受到护理从业者光荣事迹的影响，感知职业和

自我价值[7]，使得其职业认同感进一步提高。 
选择专业时对护理感兴趣的护生更易在护理学习中获得轻松愉快的体验[45]，因此职业认同感更强。

在 Zhao 等[14]的研究中，凭借兴趣选择护理专业的护生职业认同得分更高。专业选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报志愿时考生的价值判断。因此，在杨雅纯等[10]的调查中，将护理作为第一志愿的护生职业认同感较未

选择护理作为第一志愿的护生强。Zhang 等[12]的研究也表现出类似结论：学习护理的原因和是否将护理

作为第一志愿对职业认同度有重要影响(P < 0.001)。 

4.4. 实践经历 

宇丽等[2]研究表明实习阶段护生职业认同得分高于非实习阶段护生(P < 0.05)。刘莹等[18]调查发现

参与疫情相关志愿活动和医疗救治工作的护生职业认同度更高。参与临床实践与志愿活动使护生深刻体

会运用专业知识帮助他人的成就感，抗击疫情的荣誉感[18]，对护理的专业价值更有体会[2]。这提示护

理教育者可以通过组织义诊或志愿活动等方式帮助护生认识护理人员的责任和价值[18]。 
杨雅纯等[10]研究发现实习期间带教老师是否主动帮助是职业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实习护生社

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带教老师主动为其提供帮助有助于护生尽快融入新环境，促进角色适应[46]，从而增

加职业认同感。这提示护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可以鼓励带教老师给予实习护生更多人文关怀，以帮助其完

成角色转变，从而提高职业认同感。 

4.5. 学习状态 

疫情期间多上网课，易降低护生学习效率，使其产生学习厌倦感，对职业认同有不利影响[15]。Nie
等[15]的研究说明学业失败是造成护生转行的重要因素。Zhao 等[14]的研究也表明护生的学习成绩是职业

认同度的重要影响因素(P < 0.001)。在其研究所调查的 2999 名护生中，成绩在 90 分以上的护生职业认同

度明显高于其他人。新冠肺炎期间，对新冠预防和治疗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学习积极性[35]以及对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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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认知[15]是护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学习成绩好的护生更能以积极、科学的态度

看待新冠，从而产生更高的职业认同感[14]。学校和医院应重视新冠防控相关知识的教育，根据护生学习

能力不同制定分层次的学习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具，以降低职业风险，提高护生的职业认同感。 

5. 小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使护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也进一步暴露了护理人员短缺的严峻形势。护

理教育者和管理者可借此机会增强护生职业认同感，降低职业流失率。总体而言，疫情期间护生的职业

认同较之前高，但仍有提升空间。新冠时期护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有心理压力与心理弹性、医务工

作者亲属、学习状态、有无实践经历等。新冠疫情背景下护理教育者可通过组织志愿活动、收集优秀护

理人员事迹等方式启发护生思考护理的社会责任与专业价值，激发护生对护理职业的积极情感，同时注

意因材施教，为不同层次的护生定制合理的职业规划和学习计划，给予相应平台和资源为高学历护生提

供发展空间。此外，心理弹性培养与防控知识普及也应受到重视。目前，新冠对护生职业认同影响相关

的研究较少，在职业认同变化、职业社会支持、亲属中有无医务工作者和性别等方面结论多样，新冠相

关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的阐述也不够全面。未来发展方向为进行更多调查，研究医务工作者亲

属、新冠相关知识等对护生职业认同的作用与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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