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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护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对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为进一步提升护士的工作满意度提供不同思

路的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职业生涯状况评价量表对医院307名工作护士进行调查，职业生涯现状对工

作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回归分析得出结果。结果：护士职业生涯规划中继续教育和自我认知对护士的工作

满意度不产生显著影响关系；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和组织晋升对护士满意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关系。结

论：护士职业生涯发展受多方面的影响，并且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会对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对重点

人群进行重点干预和指导，从而引导护理人员正确认识护理职业，提高工作积极性，提升护理质量。 
 
关键词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工作满意度，护理工作 

 
 

Impact of Nurses’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on  
Job Satisfaction 

Yu Yao1, Xihua Gao2, Shunjuan Lai3, Qingyu Yang2, Xiaoying Guo2, Rong Xu2, Yunfang Wang1* 
1B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Binzhou Shandong  
2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3Longkou People Hospital, Longkou Shandong  
 
Received: Apr. 18th, 2022; accepted: May 24th, 2022; published: May 31st, 2022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5085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5085
http://www.hanspub.org


姚榆 等 
 

 

DOI: 10.12677/mm.2022.125085 624 现代管理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nurses’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n their job satisfaction. Methods: An evaluation scale of nursing 
career was used and called back among 307 nurses.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areer planning on job satisfaction. Results: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self-cognition 
were not obviously associated with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Career goal determination and posi-
tion promotion conferre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Multiple 
factors are correlated with nurses’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then bringing an impact on 
their job satisfaction. Certain intervention and direction should be provided to targeted staff,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job enthusiasm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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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员工根据对自我的认知，通过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再结合外界

环境，确定其员工职业发展目标，并为之进行制定详细的职业生涯步骤的过程。员工可以通过职业生涯

规划发现自身的长处和优势，从而为日后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对于组织而言，可以通过对员工进

行职业生涯规划，帮助组织实现人岗匹配，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组织目标[1]。 
国外的医院一直都非常重视护士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并且为护士提供了多渠道的职业生涯发展路

径[2] [3]。随着我国医疗人事制度改革和医院管理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做好护

士的职业生涯发展也成为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工作，可以帮助确定适合护士的职业

方向、目标，培养护理核心人才队伍，为护士提供更多的职业成长发展机会以及日后参与管理决策的晋

升机会。本次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分别以医院护士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自

我认知两个因素，与组织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组织晋升和继续教育两个因素，共计四个因素作为研究的自

变量探讨职业生涯规划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4] [5]。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医院为当地三级甲等医院，医院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代表性。采用便利抽样，抽取本院符

合纳入标准的护士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Kendall 粗糙确定样本量原则，考虑到失访和不合作情况以及无效

问卷为题，在原有样本量的基础上再扩大 20%作为拟调查的样本量，最终确定抽取样本量为 350 名。样

本选取标准：需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相关证书；在岗护士；既往和目前无精神疾病和意识障

碍；自愿参加本次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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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研究的问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收集、汇总、整理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包括

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情况、年龄、性别和入职年限。第二和三部分作为本次问卷调查研究的主体部分，分

别为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组织职业生涯规划，把研究中的四个影响因素转换成测量变量，将每个测量变

量分别转化为三或四个分问题，使被调查者能够清晰的理解并作出回答。本次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每一项问题的回答选项包括非常符合记 5 分、比较符合记 4 分、一般记 3 分、比较不符合记 2 分、非常

不符合记 1 分，总得分可以说明被研究对象的态度强弱，或者其在本次量表上的不同表现状态。 

2.3. 研究方法 

2.3.1. 问卷的数据采集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采取的方式是线上收集和线下问卷的形式，线下通过打印问卷填写，线上通过“问

卷星”编辑，发放到护士手机微信上，被访问者填写之后，进行回收整理，最后回收了 350 份问卷，其

中有效问卷为 30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7.7%，回收情况良好。其中去掉有明显的错填和漏填的问卷，

有效问卷 292，有效率为 83.4%。 

2.3.2. 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可以检验问卷的可靠性与一致性，本次研究的信度检测是采用 α信度系数法，α

系数介于 0~1 之间，小于 0.6 表示信度较低，0.6~0.7 表示信度一般，0.7~0.8 表示信度良好，0.8~0.9 表示

信度非常好。α系数越高则表示信度越高，问卷的可靠性越高。 
以下是在单个维度下，各影响因素的信度分析。表为个人职业生涯中二级指标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

的 3 个三级指标的校正项总计相关性、项已删除的 α系数以及职业目标与策略的 Cronbach 信度分析以下

问卷整体的 Cronbach α系数，如下表 1： 
 
Table 1. Cronbach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1. 问卷整体 Cronbach 信度分析 

变量 Cronbach α系数 

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 0.838 

继续教育 0.782 

自我认知 0.744 

组织晋升 0.845 

整体问卷 0.889 
 

本次研究主要以护士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组织职业生涯规划两个维度展开调查分析，从问卷各维度三级指标及各维度信

度分析结果来看，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和组织晋升的 Cronbach α系数大于 0.8，继续教育、自我认知、组

织培训的 Cronbach α系数大于 0.7，整体问卷 Cronbach α系数高达 0.889，远大于 0.8，说明数据信度高。

而对于 CITC 值，分析项被删除后的信度系数没有明显升高，说明题项可全部保留，进一步说明研究的

数据信度高。 
综上所述，研究的数据均高于 0.7，删除题项后信度系数值没有明显提高，综合说明问卷数据的信度

质量高，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效度可以检测问卷的有效性，结构效度通常采用样本充足度(KMO)和Bartlett球型检验。当KMO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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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示不能做因子分析，KMO 在 0.5~0.6 时表示比较适合，0.6~0.7 时表示适合，KMO > 0.8 时表示非常

适合。KMO 越高表示问卷有效性越高，越适合做因子分析。 
 
Table 2. Validity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表 2. 问卷效度分析结果 

KMO 与 Bartlett 验定 

Kaiser-Meyer-Olkin 测量取

样适当性 
Bartlett 的球形验定 

大约卡方 DF  显著性 

0.746 578.551 136 0.000 
 

从表 2 可知，KMO 测量取样适当性值为 0.746，大于 0.7，说明问卷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且显

著性为 0.000，小于标准 0.05，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整个问卷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具有明显的结构效

度。 
从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可知，本次研究问卷具备非常良好的信度效度，也进一步说明了本次研

究提出的两个方面的四个影响因素对简知公司员工的满意度影响具有一定的信度效度。 

2.4. 统计学方法 

研究者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核对、整理和编号，并对统一编号的问卷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数据录入

使用 Epidata 3.1 建立数据库，导入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单因素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和

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参与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有效回收为 307 份，其中男女比例大约为 1:49，这与医院的护士性别比例现状比较符

合；从问卷回收的年龄分布来看，年龄在 25 岁到 55 岁的护士居多，占样本总数的 86.6%，其次是 55 岁

以上岁的员工，占样本总数的 11.4%。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相对较少，很大原因是现在三甲医院对于护士

的学历要求逐步提升的情况下，25 岁以下的具有正式岗位编制的护士的数量逐渐变少，年龄分布基本符

合医院护士的现状；从样本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大专及以下学历所占比例总和达 71.5.2%，占比是护士学

历中最多的，也是现在三甲医院护士的主要构成，但是三甲医院对于护士的学历要求逐年提升，日后本

科生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会逐年增加；从护士在企业的任职年限上来看，工作 10 年的人数最多，比例达

到 41.5%，因为医院在近些年不断的扩张，对护士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所以使得 10 年以下工作年限的护

士数量最多，符合医院基本情况。具体情况如下表 3： 
 
Tabl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table of basic nurse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表 3. 护士基本信息描述统计分析表 

简知公司基本信息分布描述统计 

因素 分类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6 2% 

女 301 98% 

年龄 
25 岁以下 6 2% 

25~35 岁 4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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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5~45 岁 147 47.9% 

45~55 岁 74 24.1% 

55 岁以上 35 11.4% 

受教育情况 

大专及以下 220 71.5% 

本科 59 19.3% 

研究生及以上 28 9.2% 

任职年限 

10 年以内 126 41.5% 

10 年~20 年 81 25.3% 

21 年~30 年 74 24.1% 

30 年以 26 9.1% 
 

综合上述，本研究经过对医院护士构成的基本情况分析，研究抽样选取的样本数据基本符合医院护

士构成的实际状况，因此可以判定研究的问卷调查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使用于本次研究的实际分

析论证中。 

3.2. 护士职业生涯规划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本次研究分别以医院护士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自我认知两个因素，与组织

职业生涯规划中的组织晋升和继续教育两个因素，共计四个因素作为研究的自变量，以护士的工作满意

度为因变量，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显示：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VIF R2 调整 R2 P 
B 标准误 Beta 

确定职业目标

与策略 
0.107 0.071 0.213 1.51 1.009 0.182 0.129 0.037 

自我认知 −0.019 0.068 −0.04 −0.274 1.012 0.002 −0.019 0.785 

继续教育 −0.072 0.069 −0.148 −1.035 1.012 0.022 0.001 0.306 

组织晋升 0.159 0.065 0.332 2.441 1.002 0.11 0.092 0.018 

 
从表 4 可知，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的模型 R 平方为 0.182，表示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对工作满意度的

解释为 18.2%，VIF 值为 1.009，接近 1，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而对模型进行检测时发现 F 值通过检

测，P 值 = 0.037 < 0.05，因此，说明确定目标与策略对工作满意度有影响，再从 B 值为 0.107 可以看出

两者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自我认知的模型 R 平方为 0.002，表示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解释为 0.2%，VIF 值为 1.012，接近

1，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而对模型进行检测时发现 F 值没有通过检测，P 值 = 0.785 > 0.05，因此，

说明自我认知对工作满意度没有影响。 
继续教育的模型 R 平方为 0.022，表示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解释为 2.2%，VIF 值为 1.012，接近

1，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而对模型进行检测时发现 F 值没有通过检测，P 值 = 0.306 > 0.05，因此，

说明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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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晋升的模型 R 平方为 0.11，表示组织晋升对工作满意度的解释为 11%，VIF 值为 1.002，接近 1，
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而对模型进行检测时发现 F 值通过检测，P 值 = 0.018 < 0.05，因此，说明组织

晋升对工作满意度有影响，再从 B 值为 0.159 可以看出两者存在正向影响关系。 
综上所述，护士职业生涯规划中继续教育和自我认知对护士的工作满意度不产生影响关系；确定职

业目标与策略和组织晋升对护士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关系。 

4. 讨论 

4.1. 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的产生影响 

护士日常工作较为繁琐，容易在工作中产生工作倦怠感，所以确定职业生涯目标有利于激励护士在

工作中获得更多工作动力，从而激发护士工作的潜能。从数据调查结果分析发现，确定职业目标与策略

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关系，意味着医院管理工作中能给予护士明确的职业目标会增加工作满意度。

结合护士管理工作的实际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护士的职业目标和策略是动态调整的，也

会在护士职业成长过程中不断影响工作满意度[6]。在帮助护士职业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护士

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新入职的护士，需要不断丰富导向培训的内容和方式[7]。导向培训不仅要注重护

士专业能力和临床知识的培训，也要将护士对于护理职业的理解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随着工作年限的

增加，护士本身随着自我认知和职业素养的提升，对于职业目标也是处于不断调整[8]。医院对于护士管

理工作中要重视护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多路径选择，帮助不同职业诉求的护士可以看到职业的发展新

方向，才能有效保证护士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自我提升。 

4.2. 自我认知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 

自我认知就是员工对自己的认识、洞察和理解，个体在外界环境刺激下，经过记忆和意识的处理，

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反应。自我认知也是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学历的提升等方

面不断的增强。护士这项职业本身具有特殊性，护理工作是一份需要有责任心的工作。在护理工作中，

护士不断的经过工作经验的累积和自我职业素养的提升，也会对于护理工作有新的认知，但是护理工作

的特殊性要求护士虽然自我认知各方面都在不断提升，但是在工作中对于病患的职业态度仍然保持一致

性，不会随着自我认知改变了，在工作中就会产生不同的工作行为和态度。从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护士的

专业素养，不管自我认知如何改变，选择护士工作就是能够了解护士工作的特殊性，同时也能在工作中

保持平常心和责任心，不会随着自我认知改变产生心理变化从而影响工作的专业性[9]。 
虽然护士的自我认知不会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如何利用帮助护士提升自我认知能力，从而进一

步提升护士的职业素养和能力也是对护士管理及其重要的方面。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第一动力，培养高素

质护士人才也是医院发展的重要环节。当护士能够实现自我认知清晰和自我定位准确的情况下，结合医

院发展目标与战略规划，必将事半功倍。因此医院管理者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提高员工自我认知能

力[10]：第一，与专业的第三方人才测评公司合作，定期为护士进行自我认知测试；第二，培养内部职业

生涯规划师。护士的培养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导，导师不仅是专业临床知识的指导，也要重要人生经验的

分享和职业发展的规划的引导[11]。 

4.3. 继续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 

护士的继续教育是医院对护士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护士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水平的重要渠道。不管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医院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护士的继续教育都是及其重要的

工作。通过本次数据调查显示继续教育对于工作满意度不产生显著影响，从医院管理的实际经验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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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医院一直对于护士的继续教育工作很重视，不仅是对关系到护士个人的

职业生涯发展，更重要关系到医院的实际治疗效果和病患满意度，所以这项工作护士已经把继续教育当

成日常工作的重要环节，所以并不会特别把工作满意度和接受继续教育联系起来；其次，医院管理者对

于护士的继续教育的学习效果一直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所以护士工作者更多会把继续教育看成工

作绩效的一部分，只有完成好继续教育才能取得好的工作绩效评价。 
虽然从调查分析中继续教育对于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从文献研究中已经证明继续教育

对于护士的职业发展及其重要。所以医院管理者应该对继续教育持续的关注和重视，从而保证护士专业

素养和能力的不断提升[12]。 

4.4. 组织晋升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关系 

组织晋升是企业为员工提供良好的晋升通道与空间。随着员工进入公司的年限，员工为公司付出一

定心血的同时渴望公司在薪酬或者晋升上给与一定的回报。通过本次问卷调研发现，护士虽然工作具有

岗位特殊性，组织晋升对于护士的工作满意度仍然会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可以借鉴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

分什么组织晋升能够显著影响满意度：首先，组织晋升关系着工资待遇和福利[13]。医院的工作的岗位和

行政级别与护士能够取得收入相匹配。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物质需求是人最底层也是最基础的需求，所以

不管从事何种工作，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是必要的。其次，岗位晋升也是护士自我能力的肯定，同时也

是得到领导和同事对自己工作能力和付出的极大肯定[14]。最后，岗位晋升是自我实现的追求。根据马斯

洛需求理论对于人的需求的分类，我们对于工作的追求不仅是基于物质的需求，特别是调查发现在护士

工作达到一定年限后，在能力达到一定临界时，自我追求实现最大潜能便成了日后工作的追求。而组织

晋升真能够很好地激发护士的最大潜能，帮助护士在职业发展中完成自我实现的追求[15]。 

5. 结论 

护士职业生涯发展受多方面的影响，医院管理者对护理的职业生涯发展不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也

要对症施药地采取多元化的有效举措帮助护士得到提升。本研究通过探讨护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与工作

满意度的关系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影响关系。所以医院管理者在日常护士管

理工作中要多关注护士的个人成长，特别是对护士中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和指导，从而引导护理人员正确

认识护理职业，提高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提升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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