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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护士工作投入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包括工作投入的概念、常用测量工具、护士工作投入影

响因素，提出高校教育者对本科护生在本科学习期间的教育启发，将思政教育贯穿临床教学，以及护生

对学习方向的把握，为更好地进入临床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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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reviewed,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work investment，
common measurement tool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nurse work input, put forward the education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4.131005
https://doi.org/10.12677/ns.2024.131005
https://www.hanspub.org/


叶明俐，李玲 

 

 

DOI: 10.12677/ns.2024.131005 28 护理学 
 

inspir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uring undergraduate stud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inical teaching, and the nursing students better clear learning direction, 
prepare for entering the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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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及“健康中国 2030”战略研究的推进，护士需求量不断上升，但护士离职

率也逐年增高。研究发现目前护士工作投入尚处于中等[1]甚至中下[2]水平，如何提高护士工作投入是目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护士工作的投入程度直接影响着护理工作的质量。目前我国本科学历的护士越来越

多，高等院校主要承担着本科护理人才的培养工作。护生不仅是护士预备军，同时也是护理队伍的新生

力量，本科护生临床教学阶段从单一的校园学习过度到多层面的接触社会和人文，其实践性、渗透性强，

在临床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比如，护理本科生从单纯的大学生身份

变成了护理服务者、医疗合作者、健康教育者和学生等多重角色，在承担每个角色任务时均要以思政思

想贯穿始终，同时，以往的思政教育局限于课堂教学，而在临床实践环节不仅仅要体现知识的掌握，而

且要实践，应用，尤其是在提供护理服务的评估、诊断、计划、实施和评价环节，无一不融入，护理学

科的专业性也要求护理教育者用合理的教育方式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专业思想，做到“又红又专”，得

以有效的实施保障患者利益[3]。因此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渗透性[4]，其要求本科护生具有较强的学

习能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中隐性教育板块的接受程度更高，在潜移默化中能够激励上进，规范行为。

所以对护理本科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应抓住护生在校学习的关键时期，将思

政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增强护生的职业认同感，从而增强护生自信心和

降低护士离职率。本文针对护士群体已开展的相关研究，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等。旨在为护生充分

挖掘个人潜能、提升任务绩效，以及护理教育者对本科护生培养的启发。 

2. 工作投入的概念 

工作投入(work engement)这一概念最早由 Kahn [5]于 1990 年提出，他认为工作投入是“组织成员通

过自我管理使自我与工作角色相匹配”。1997 年，Maslach 等[6]将工作投入定义为与职业倦怠完全对立

的心理状态，即工作投入的评价结果可以通过对工作倦怠的反向计分获得。他认为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

的三个维度玩世不恭、情感衰竭、个人成就感降低正好相反，应该包括卷入、活力、效能感三个维度。

因此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是一个三维连续体的两极。随后，Schaufeli 等[7]认为工作倦怠与工作投入并非

简单的直接对立，而应呈中等程度的负相关，他从快乐和激发 2 个方面来定义工作投入，认为个体工作

投入高时可表现为奉献、活力、专注 3 个特点，同时能够与他人合作默契，工作过程信心十足且达到全

力以赴，最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2001 年，Britt [8]等人以责任三维模型为理论基础，将工作投入定义为

个体对自己的工作绩效的强烈责任感和承诺意愿，并能意识到自身工作绩效的优劣与自己的工作状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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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大。他们认为工作投入应该包括责任感、承诺和绩效影响知觉 3 个维度。 

3. 测量工具 

3.1.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th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 UWES) 

2002 年 Schaufeli 等[9]认为工作投入与工作倦怠的量表应独立使用，分别进行测量。目前常采用的量

表是结合了量性和质性研究而开发的 Utrech-17 工作投入量表(th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 
UWES-17)，UWES 量表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 3 个分量表，共 17 个条目，可以分别计算各自量表所包

括题目的总分或平均分。采用 likert 七级计分制(0~6 分)，其中 0 分代表“从来没有”，6 分代表“总是”。

2006 年，Schaufeli 等[10]为了缩短原来的 17 条项目，开发了 Utrech-9 工作投入量表(the 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 UWES-9)，共 9 个项目，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 3 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 3 个项目，

采取 7 级评分，0 为“从来没有”，6 为“总是”。UWES-9 有良好的内部一致信度和重测信度，已经成

为相关实证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工作投入测量工具，在各领域、职业都可应用。但是并没有对不同文

化背景地区的效度进行测量。 

3.2. UWES 中文版 

国内最常用的量表是由张轶文等[11]翻译、修订的 UWES 中文版。该量表共 15 个条目，包括活力(6
个条目)、奉献(4 个条目)、专注(5 个条目)3 个维度。采用 Likert 七点评定，0 为“从来没有”，6 为“总

是”，总分为 90。② 汤娟娟等[12]在 2015 年的研究中参考 UWES 中文版修订的量表，包含 16 个条目，

活力(6 个条目)、奉献(5 个条目)、专注(5 个条目)3 个维度，采取 likert 七级计分，总分为 96 分。该中文

版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各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767 (活
力)、0.735 (奉献)和 0.753 (专注)，可为今后国内工作投入相关研究所采用。赵光利[13]翻译的中文版

UWES-9 也可用于测量工作投入，该量表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共 9 个条目，采用七级计分，

为“从来没有”，6 为“每天都有”。调查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933，3 个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8，0. 913，0.803，表明信度较好。尽管目前用于测量工作投入的量表(UWES)在各领域、

职业等非护理领域中应用广泛，但是在我国其信效度仅在企业员工群体中验证过。由于护士工作性质及

其区别于其他领域的职业独特性，对护士工作投入的测评，仍缺乏专门针对护士工作特点和护士群体的

权威测评工具。 

4. 护士工作投入研究的影响因素 

4.1. 护士个体因素 

4.1.1. 年龄和婚姻 
年龄和婚姻状况是医护人员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刘欣欣[14]的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活

力与专注力会逐渐下降，精力跟不上，同时有些资历老的医护人员会将更多的学习机会与实践机会留给

年轻人，所以容易减少工作投入。而结婚后，有很多医护人员的重心将向家庭转移，所以也会减少工作

投入。陈辉、杨娟等[15]在刚工作的本科护生的调研发现工作投入与高能量的精力水平息息相关。本科护

生年龄较小，且刚投入临床工作，精力旺盛，在此时期，护生不用面对家庭–工作角色冲突，没有孩子

等其他人际关系顾虑，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临床工作中。 

4.1.2. 性别因素 
王纯丽等[16]究结果显示，男性护理从业人员角色压力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即角色压力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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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水平就越低。陈辉等[15]对本科护生的研究显示，不同性别本科护生工作投入情况不同，女性工

作投入总分高于男性。男护生由于缺乏未来护理行业相关职业规划，在实习过程中的工作投入度较低。 

4.1.3. 专业选择方式 
陈辉等[15]研究显示，专业选择方式不同的护理本科生工作投入情况不同，自愿选择护理专业的护生

得分最高，按照家长意愿的次之，调剂到护理专业的护生工作投入得分最低。对护理专业的选择较被动，

往往存在抵触情绪，导致其在校期间对护理专业不感兴趣，理论基础薄弱。并且在临床实习期间，理想

与现实的冲突影响了本科护生对护理事业的积极性。 

4.2. 社会因素 

4.2.1. 环境因素 
新入职护士需面对环境改变、考试和临床工作适应等造成的压力[17]，容易产生转型冲击，再加上业

务不熟练，导致她们经常面临各种挫折、困惑和压力，出现焦虑，疲惫等负面情绪，甚至因角色适应不

良冲突转型而离职等[18]。李慧芬等[19]发现新入职护士转型冲击与工作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刚进入临床

的新护士身体方面的冲击较大。查梦培等[20]提出护理管理者应及早建立新护士工作过渡期培训体系，开

展入职培训课程。新入职护理人员在休班时也往往面临很多院内培训和科室讲课，不能得到充分休息，

导致体力和精力严重透支，极易产生身心俱疲。刘维[21]提到应注重新护士的心理状况，以最大限度促进

新护士快速适应临床工作。同时，为护士的疲劳程度，医院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的排班方式，尤

其注意保证护士的休息时间[22]，如尽量提供周末休息时间，班次间休息时间保证 11h 以上等，以保证护

士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护士的回报[23]，充分提供与护士能力、学历相匹配的薪酬待

遇，以避免护士认为其付出与回报失衡。 

4.2.2. 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是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一种肯定性评价，是职业发展的内在激励因素。程金莲等[24]指出护

生毕业后是否从事护理工作与护生职业认同水平的高低有直接关系。马征云[25]等认为，职业认同作为护

理人员努力工作的内在驱动力，比外界的客观刺激更能激发护士工作上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的职业认同

感能够帮助护士适应各种工作环境，降低工作压力，增强护士的自信心与耐心，提高他们的临床工作效

率。 

4.2.3. 叙事能力 
“叙事医学”概念引入的核心是培养和提高医务人员的“叙事能力”以促进医疗效果、和谐医疗环

境，在临床医疗工作中，护士相比医生接触、陪伴和照护患者的机会更多，更容易发现患者的心理和精

神需求[26]。陆海虹[27]的研究显示，经过“叙事能力”培训的护士，他们的工作投入情况提升至高等水

平。长期大量文学作品的阅览能够丰富细腻的情感，增强对事物的感知和领悟力，并产生共鸣。 

4.3. 心理因素 

4.3.1. 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作为心理能量中的重要资源，能有效调节身体和心理损害，帮助护士适应各种变化。潘金

金、周静欣等[28] [29]运用积极的态度看待护理职业，且往往自身专业素质能力强，善于利用各种资源，

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困难与挑战。 

4.3.2. 情绪智力 
韩舒[30]等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智力是个体正确、有效处理自我及他人情绪信息的能力。高的情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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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能够更好地识别他人情绪，通过有效的情感调控提高其工作质量及方法的把控。王珍珍等[31]对显著相

关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间进行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调节可在心理资本与工

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心理资本水平的护士可有效调节负面情绪、保持积极情绪，在面对工作时

保持平和心态，从而提升工作投入度和工作效率。 

4.3.3. 完美主义 
陶浙燕等[32]研究发现，护士完美主义倾向越高，其工作投入度越高。护士对于自身完美主义积极程

度评价越高，表明其对于自身的认可度高，进而会产生对于工作的自豪感，从而更加积极投入到日常工

作中。而工作投入度高，会产生一定的成就感，进而促进其对自身要求的提升，即完美主义倾向进一步

提高，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刘娜等[33]的研究中表明，积极完美主义是护士工作倦怠的保护因素，

但消极完美主义则是护士工作倦怠的风险因素。消极完美主义者在面对未能达到他人或自己期望的目标

时，往往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体验，而这些负性情绪加剧了工作倦怠的产生。 

4.3.4. 自我评价 
杨艳等[34]研究发现，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越高，对工作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越强烈，其工作理

念和道德观也越积极。即核心自我评价越高的个体，其工作投入程度越高。何燕琴等[35]研究结果显示，

护士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即核心自我评价得分越高，其工作投入越强烈。 

5. 护士工作投入影响因素研究对本科护生思政培养的思考 

5.1. 关注特定人群的职业教育 

多教高校男护生选择护理专业并不是因为热爱，而是服从调剂的结果，少数第一志愿填报护理专业

的学生也是考虑男护士就业前景好[36]，这造成男护生入校之后专业思想不稳定，甚至是抵触、不认可护

理专业。医学院校和护理教育者在早期应关注男护生的心理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在课程设置方面，根

据男生的特点来设置合适的教学方案，运用适合男护生学习和期望的教学策略。医院、学校和社会媒体

应加强对男护士职业优势的正面报道，在宣传护理工作时应避免性别化的语言和行为。对于非主动选择

护理专业的护生，入学时的专业教育十分重要，从入学开始就使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专业支持系统，主

动开展先导性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专业责任感、使命感和时代紧迫感。 

5.2. 促进环境良好适应，提升护生的职业认同 

从学校教育到临床教育，护生面临着角色转换的适应及学习环境的适应。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好实习

前的宣传动员工作、职业道德教育和针对临床实践的适应性教育[37]。其次，要加强实习前技能训练，树

立自信心。在进入实习医院前，利用 2 周左右的时间，集中进行技能强化训练。 
提高护士职业认同感，① 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带教师生关系，对带教教师团队加强系统培训，锻炼

本科护生实习阶段的综合能力等方式来促进职业价值水平的提高[38]。② 教育者的价值观对受教育者有

直接影响，教师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为社会护理学科的发展培养

合格的护理人才[39]。③ 在本科护生的临床教学过程当中带教老师可以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有机的

融入教学过程中，构建出专业课程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联，真正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利用榜样素材加强学生的思政职业素养建设，教师利用一些类如“猫耳洞”的南丁格尔医生刘亚玲等先

进事迹来增强学生对于职业的认同感与自豪感[40]。④ 早见习、早实习。熟练的护理操作技术是一个优

秀护士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在见习期间，很多同学会更早的接触病人，有更多的机会练习自己在校学习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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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保持情绪平稳，正确归因和自我评价 

对于护生这一特殊群体，建议学校增设更多关于情绪管理、人际沟通技巧、冲突应对技巧等相关方

面的课程，提高其自身情绪控制和对患者情绪感知的能力。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如采

取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分组练习、个人反思等形式训练学生认知自己和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让学生

在出现不良情绪时以积极、有效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和控制等。护生要学会正确归因，面对挫折不气馁，

认真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全方位、多角度看问题是本科护生解决问题时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总之，大

学生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的期望要依据自己的能力、实际情况而定，实事求是，具体实

施时可以对期望目标进行分解细化，使这些目标更具体、更可行，最终完成总目标。 

5.4. 积极心理调试，加强挫折教育 

护生将来会成为临床一线工作的重要力量，需要具备良好的心态应对突发事件。护理本科教育者和

实习带教教师应重视本科护生可能会产生的不良情绪，建议① 在校期间做好心理监察、教育和心理辅导。

思政课教师要加强价值引领，专业老师要进行渗透式教书育人，共同护航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② 实习

前做好实习教育和心理教育。进入医院实习前，多数学生会产生既兴奋又焦虑的情绪。可以请高年级实

习学生进行经验交流，谈实习体会。③ 建议学院和医院成立专门的心理治疗小组，鼓励护生说出自己的

顾虑，帮助他们缓解负性情绪。将心理教育渗透在平时。为了尽快摆脱挫折，护生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自我调适。首先，敢于面对和接受已发生的事实；其次，及时调整不良情绪及行为反应，最后，客观冷

静地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 

6. 小结 

本文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护士工作投入的定义、测量工具、影响因素以及对本科护生培养

的思考，为下一步提升本科护生工作投入的干预研究和教育管理提供了方向。由于工作投入在护理领域

的发展刚刚起步，缺乏针对护士工作投入的测评工具，因此需进一步开发科学通用的测评工具。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护士工作投入的研究多停留在量性研究上，干预性及质性研究涉及尚少，今后的研究应以

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依据，转向开展护士工作投入干预的实证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纵向研究及质性研

究，了解不同时代护士工作投入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心理需求和感受，为指导如何有效提高护士工

作投入、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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