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22年6月第21卷第6期 Chin J Med Edu Res，June 2022，Vol. 21，No. 6

住培基地一定要结合自身具体情况，通过优化各种

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住培学员的标本取材能力，为

后续的组织病理诊断规范化培训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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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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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了解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探讨影响转型

冲击的各个因素，为制订护理实习生应对临床转型冲击的方案提供参考意见。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

调查表与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护士职业认知调查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湖南省18家院校的

护理实习生进行横断面调查。收回数据均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转型冲击多因素分析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总体得分为（64.49±16.33）分；转型冲击与职业认

知呈负相关（r=-0.433，P<0.01），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263，P<0.01）；职业认知程度、拟获学历、专

业选择原因、积极应对是影响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的主要因素（P=0.00，R2=0.21）。结论 护理实习生

转型冲击处于中等水平，与职业认知程度、积极应对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院校教师与临床导师应重

视和关注护理实习生因转型冲击所导致的迷茫、困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感受和体验，帮助护理实习

生提高职业认知并学会积极应对转型冲击问题，提高护理临床实习教学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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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ition shock of nursing interns and

occupational cognition and coping styles,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tus quo of nursing interns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students to respond to clinical

transition shock.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nursing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was conducted

among nursing interns from 18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by using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naire and the Transition Shock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 Scale, the Nurses'

Professional Cognitive Survey Scale, and th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processed by SPSS 18.0 software, and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hock. Results The overall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transition shock were

(64.49±16.33) points, while the transition shock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cognition

(r=- 0.433, P<0.01) and positive response (r=- 0.263, P<0.01). And the occupational cognition, proposed

academic qualification, reason for choosing nursing profession and positive response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ition shock of nursing students (P=0.00, R2=0.21). Conclusion The transition shock of

nursing students is at the middle level, and has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nursing students'

occupational cognition and positive response. School teachers and clinical instruct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fusion, suspicion and unclear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caused by the transition shock of nursing

students, helping nursing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occupational cognition, and learning how to positively

respond to the transition shock problem,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internship teaching and

training of nursing students.

【Key words】 Transition shock; Nursing intern; Occupational cognition; 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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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冲击是指个体由已知角色转型为陌生角

色时，受角色、关系、知识及责任的影响而产生的一

种迷茫、困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感受和体验，一般

发生在角色转换的初始阶段[1]。临床实习是护理学

生角色向护士角色转型的重要阶段，但大多数护理

实习生实习前对护理职业并没有整体的认知 [2]，进
入临床后还要面对患者突发情况、临终或死亡、轮

值晚夜班、接触传染性疾病患者等[3]，不当的应对方

式还将导致护理实习生承受更高的临床转型压

力[4]。本研究拟通过调查了解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

与职业认知、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探讨影响护理

实习生转型冲击的各个因素，以期提高院校教师与

临床导师对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问题的关注，进一

步完善临床实习培养方案，帮助护理实习生顺利度

过临床转型阶段。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横断面调查法，以分布在湖南省不同地区

的 18所学校随机派到湖南省某三甲医院进行临床

实习的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护理实习生在该

医院的总实习时间为8~10个月，调查安排在学生进

入临床实习的第1~4个月内进行（Duchscher认为转

型冲击调整和进展最强烈的时期是前1~4个月[1]）。
纳入标准：①已实习时间在1~4个月以内；②实

习前没有任何临床工作经验者；③实习前身体健

康、无心理疾病、符合实习要求者；④知情同意，自

愿参与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中途要求退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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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身体、心理原因不适合参与本研究者。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护理实

习生的性别、年龄、独生子女、住宿方式、拟获学历、

专业选择原因、家人支持程度、首个实习科室、实习

意愿等一般情况。

1.2.2 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the transition shock
of newly graduated nurses scale，TSNGNS）

采用薛友儒等 [5]以Duchscher的转型冲击理论

为概念框架编制的量表，包括身体维度、心理维度、

社会文化与发展维度、知识与技能维度，共 4个维

度、27个条目。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8，
各因子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64、0.940、
0.891、0.934，总体内容效度指数为 0.906。采用

Likert 5分制计分，总分为21~135分。得分越高，表

明转型冲击水平越高。因转型冲击量表全国常模

暂为空白，本研究按照统计学原理（即均分的原理）

将转型冲击分为 3个等级：轻度（27~63分）、中度

（64~99分）、重度（100~135分）。研究开展前对该量

表进行检验，量表Cronbach’s α为 0.933，可开展本

次调查研究。

1.2.3 护士职业认知调查量表（nurses’professional
cognitive survey scale）

该量表由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护理系护理管

理研究室制订，熊灿娟等 [6
·
]对量表进行编译修订。

该量表包括把握度、一致感、有意义感、自我效力

感、自我决定感、患者影响感、组织影响感共 7个维

度。量表的总分为 21~147分，得分越高，则护士职

业认知水平也越高。量表条目中将4分界定为中间

状态，即“不是很清楚”；将各项目大于等于5分定为

认知水平较高，即总分大于 105分则说明护士的认

知水平较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3，
Cronbach’s α均在0.598以上，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

结构效度。研究开展前对该量表进行检验，量表

Cronbach’s α为0.947，可开展本次调查研究。

1.2.4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采用解亚宁[7]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共20
个条目，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积极

应对维度”共 12个条目，“消极应对维度”共 8个条

目。采用“0~3分”4级评分，积极应对评分越高，表

明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消极应

对评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越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

对方式。参照积极应对全国常模为（1.78±0.52）

分，消极应对全国常模为（1.59±0.66）分 [8]进行得分

比较。量表重测信度为 0.89，Cronhach’s α系数为

0.94，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开展前对该量

表进行检验，量表Cronbach’s α为 0.861，可开展本

次调查研究。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通过中南大学护理学院伦理委员会审

查同意（编号 2018019），所有参与者均已填写知情

同意书。调查开展前，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

意义及数据保密原则。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填写时

间为10~15 min。填写完成后，由调查员收集并逐条

检査。数据录入前进行查错、补漏及逻辑检查，剔

除明显逻辑错误以及漏项较多的问卷。由2人共同

录入统计软件。

1.4 统计学方法

收回数据均采用 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Kolmogorov ⁃Smirnov检验显示数据呈正态分

布。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职业认知、应对方式得

分情况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转型冲击、职业认

知、应对方式相关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转

型冲击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上

所有统计检验如无特殊说明，P值均表示双侧概率，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职业认知、应对方式总

体得分情况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8
个维度）、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4个维度）、护

士职业认知调查量表（7个维度）、简易应对方式量

表（2个维度），共21个维度。根据Kendall M倡导的

标准，样本含量取变量数目的20倍为取样总量。在

原来的基础上，为了减少误差，再将其扩大30%的样

本量。最终确定选取 546名护理实习生。计算公

式：N=[（8+4+7+2）×20]×1.3=546。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504份，有效回收率为

92.31%（504/546）。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职业认知、应对方式

总体得分情况[（n=504，（x±s），分]
项目

转型冲击

职业认知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得分

64.49 ±16.33

104.17±20.43

2.12±0.63

1.0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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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应对方式相

关性分析结果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呈负相关（P<
0.01），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P<0.01），与消极应对

呈正相关（P<0.05）。具体情况见表2。

2.3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情况

以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为应变量，以一般情况

指标和职业认知程度、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业认知

程度、拟获学历、专业选择原因、积极应对进入方程

（F=34.52，P<0.01），可以解释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

21.0%的变异（表3）。

3 讨论

3.1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处于中等水平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总体得分为（64.49±
16.33）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国内新护士转型冲击的

横断面调查结果相近。这说明护理实习生毕业前

就已存在转型冲击问题，在临床实习阶段也会经历

迷茫、困惑、怀疑及定位不明的感受和体验。调查

发现，护理实习生在身体、知识与技能、心理、社会

文化与发展等方面受到了转型冲击的影响，在临床

实习期出现了躯体疲惫、睡眠障碍、临床实践技能

不足、不知道如何处理纠纷、职业思想不稳定、消极

懈怠、感觉没有存在感与价值感等情况。这严重影

响了护理实习生临床实习的展开，“转型冲击”问题

的早期识别与预防不容忽视[1]。这也提示院校教师

与临床导师应重点关注护理实习生临床转型所反

映出来的问题。一方面，院校教师要对在校教育方

式进行改革，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如情景模

拟[9]、仿真实践[10]、基于问题/背景的学习[11]等，更加真

实地还原复杂的临床环境，提高护理实习生时间管

理、工作组织、决策优先、应急处理等临床实践技

能，增加护理专业学生临床实践自信。另一方面，

临床导师也要酌情考虑护理实习生实际能力与工

作量相匹配的问题，适当安排临床工作内容；组建

护理实习生社团，组织护理实习生参与医院各种活

动[12]，打破社交孤立，促进心理健康成长；积极与护

理实习生探讨医患纠纷、横向暴力[13]等现实状况，协

助护理实习生建立冲突管理技能，以更好地应对具

有挑战性的临床工作环境。

3.2 护理实习生职业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与转型冲

击呈负相关关系

护理实习生职业认知总体得分为（104.17±
20.43），处于较高水平。这与熊灿娟等[6]的研究结果

相近，说明护理实习生对护理职业认知程度较

高。由于本次调查的护理实习生年龄多分布在19~
22岁，处于自我意识较强的阶段，又不断地接受信

息飞速传播时代的影响，可通过不同渠道切实了解

护理工作。因此，对于护理职业角色的理解程度与

个人认同的基本一致，对自己的工作技能有一定的

把握，认为自己可以按照预定的理想、目标、价值观

来做事情。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呈负

相关且相关性较强，职业认知维度中的组织影响

感、自我决定感、患者影响感得分较低。这说明护

理实习生认为自己影响组织或组织活动的程度偏

低，不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完成临床护理工作，

不能对患者的临床护理产生影响。这些职业认知

方面的困扰也会导致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不断升

高。随着近几年医患关系的不断恶化，患者自我防

护意识的加强，对于护理实习生在临床导师的指导

下进行各项操作表现出强烈的反感[14]。这使护理实

习生感到不被患者及其家属信任和尊重，缺乏个人

自我价值的体现和他人的支持[15]，并质疑自己是否

能胜任护理工作，职业认知遭到动摇，转型冲击也

不断加剧。

3.3 护理实习生积极应对得分偏高，与转型冲击呈

负相关关系

护理实习生积极应对得分高于全国常模 [8]，消
极应对得分低于全国常模[8]。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结

果相近[16-17]。这说明护理实习生多采用积极应对方

表2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职业认知、应对方式相关性

分析结果（n=504）
项目

转型冲击

职业认知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转型冲击

1.000

-

-

-

职业认知

-0.433a

1.000

-

-

积极应对

-0.263a

0.458a

1.000

-

消极应对

0.033

0.094b

0.164a

1.000

注：a，在 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b，在 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3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影响因素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情况（n=504）
影响因素

（常量）

职业认知程度

拟获学历

专业选择原因

积极应对

B值

89.01

-0.30

3.57

1.15

-0.20

标准误差

4.82

0.04

1.22

0.48

0.10

标准系数

-

-0.37

0.12

0.10

-0.09

t值

18.47

-8.31

2.92

2.40

-2.08

P值

<0.01

<0.01

<0.01

0.02

0.04

注：R=0.23，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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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较少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具备一定的积极应对

知识和技巧，能较为理智地看待困难和挫折，对于

实习将要面临的护理工作已有心理上的准备。本

研究中，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

且相关性较强，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这说明护理

实习生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可明显降低转型冲击

的程度。当护理实习生在转型期遇到问题、困难、

压力、困惑等情况时，采取与人交谈并倾诉内心烦

恼、向亲戚朋友或同学寻求建议、尽量看到事物好

的一面、改变原来的一些做法或更正自己的一些问

题等积极应对方式，可缓解转型冲击带来的不利影

响[18]。
3.4 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职业认知程度、拟获学历、专业选择原因、积极

应对均会影响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拟获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护理实习生转型冲击高于大专学历护

理实习生。这说明拟获本科及以上学历护理实习

生可能对于自身要求较高[19]，受到的临床期望也更

高，但本身所做的准备却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因而

转型冲击会高于其他学历护理实习生。以个人兴

趣选择护理专业的实习生转型冲击最小。这说明

护理实习生出于自身意愿选择护理专业，在身体、

心理、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准备程度都高于其他护

理实习生，因而转型冲击相对较低。职业认知程

度、拟获学历、专业选择原因、积极应对可以解释护

理实习生转型冲击21.0%的变异。可见这 4个因素

与转型冲击有较强的关系，通过增强护理实习生的

职业认知程度、协助护理实习生调整临床实习心态

并提高护理技能水平、引导护理实习生自主选择专

业、加强护理实习生积极应对的能力，有望降低转型

冲击的影响与危害，协助护理实习生顺利度过临床

转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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