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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 讨 本 科 护 生 道 德 价 值 观 与 职 业 认 同 的 相 关 性,为 课 程 思 政 提 供 指 导 依 据。
方法 2022年3月7-11日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职业认同问卷和道德价值观问卷对河南某高校2018—2021
级4个年级582名本科护生进行调查,分析本科护生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结果 582名本科护生

平均职业认同问卷总分为(60.57±10.26)分,平均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得分为163.00(151.00,166.00)分,平均

工具性道德价值观得分为72.00(54.00,97.00)分。终极性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问卷总分呈正相关,工具性

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问卷总分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是否喜欢护理专业、专业选择、在

校学习成绩、毕业是否转行、受人尊重程度、疫情期间大众对护士态度的变化、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可解释职业认

同35.9%的变异。结论 护生职业认同水平尚处于中等水平,道德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高校可在课程思政

中融入“榜样教育”“抗疫英雄”“悦纳自我”“中国梦”等元素,引导本科护生形成以终极性道德价值观为主流的

道德价值观,提高其职业认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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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ral
 

valu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
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Methods From
 

March
 

7
 

to
 

11,2022,A
 

total
 

of
 

582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in
 

in
 

four
 

grades
 

from
 

2018
 

to
 

2021
 

at
 

a
 

u-
niversity

 

in
 

Hen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nursing
 

students'
 

profes-
s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adolescent
 

moral
 

values
 

questionnaire,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oral
 

valu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Results The
 

average
 

total
 

profes-
sional

 

identity
 

score
 

of
 

the
 

582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as
 

(60.57±10.26),the
 

average
 

ultimate
 

moral
 

values
 

score
 

was
 

163.00
 

(151.00,166.00),and
 

the
 

average
 

instrumental
 

moral
 

values
 

score
 

was
 

72.00
 

(54.00,97.00).The
 

ultimate
 

moral
 

valu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der-
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and
 

the
 

instrumental
 

moral
 

valu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and
 

al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35.9%
 

of
 

the
 

vari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uld
 

be
 

explained
 

by
 

preference
 

for
 

nursing
 

major,profes-
sional

 

choice,academic
 

performance,change
 

of
 

profession
 

after
 

graduation,respect
 

degree,the
 

change
 

of
 

public
 

attitude
 

towards
 

nurses
 

during
 

the
 

epidemic,and
 

ultimate
 

moral
 

values.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level
 

of
 

nursing
 

students
 

is
 

still
 

at
 

the
 

medium
 

level,and
 

their
 

moral
 

values
 

are
 

diversified.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can
 

integrate
 

elements
 

such
 

as
 

“model
 

education”“anti
 

epidemic
 

hero”“self
 

acceptance”“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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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into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guide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to
 

form
 

moral
 

values
 

with
 

ultimate
 

moral
 

values
 

as
 

the
 

mainstream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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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nd
 

politics

  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指出,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将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是人才培养的应有

之义[1]。道德价值观是个体将一系列的道德观念和

概念内化而形成的价值体系,并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

进行评判和选择,进而付诸实践所表现出的一种道德

价值取向[2]。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其职业角色的认

可,发自内心地接受该职业,并对所从事职业的目的、
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进行正向的认知和评价[3]。有

研究表明,我国本科护生职业认同水平尚有待于提

高[4]。国外有研究表明,提高护士的道德价值观,可
提高其对本职工作的认同,降低离职意愿,稳固护理

队伍[5]。但国内对护生职业认同心理社会影响因素

的研究多聚焦于自我效能、心理资本、心理弹性等,鲜
有探讨护生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相关性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从道德价值观角度出发,探讨了道德价

值观对职业认同的影响,同时,为提高本科护生职业

认同的高校思政教育内容寻找着力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1.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河南某高校

2018—2021级4个年级的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以往经验及查阅相关文献[6-8],预计标准差为11,
要求双侧检验,α=0.05,容许误差为1。根据公式计

算样本量[9]。得到样本量为465,考虑5%无效问卷

则至少需纳入490名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

1.1.2 纳入标准 (1)四年制全日制本科护生;(2)
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

1.1.3 排除标准 调查期间请假、休学者。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参考文献自行设计,主要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性格、是否喜欢护理、专业选择、在
校学习成绩、护士受人尊重程度等。由于本研究在后疫

情时代进行,所以,一般资料调查表还包括疫情期间大众

对护士态度、疫情期间职业荣誉感变化相关条目等。

1.2.1.2 职业认同问卷 由郝玉芳[10]于2011年编

制,专门用于测评护生职业认同感。包含5个维度,
即职业自我概念(6个条目)、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4
个条目)、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3个条目)、职业选择

自主性(2个条目)、社会说服(2个条目),共17个条

目。各条目均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法,从很不符合至

很符合分别赋值1~5分,总分为17~85分,17~<
35分为不认同,35~<69分为一般认同,69~85分为

高度认同。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7。本研究

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6。

1.2.1.3 道德价值观问卷 由倪嘉文[11]于2018年

编制,用于评估终极性与工具性二维模型道德价值观

的水平,共49个条目。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强调个体

高度认可并践行道德规范,是一种无懈可击的终极存

在状态,包含24个条目。工具性道德价值观强调个

体希望通过实践道德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一种道

德信念的功利和实用主义,包含25个条目。各条目

均采用
 

Likert
 

7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

分别赋值1~7分,各维度条目累积计分越高表示某

类型的道德价值观越高,问卷的2个维度的 Cron-
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0、0.970。本研究中该问卷

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0、0.952。

1.2.2 资料收集 统一培训后经学校和学院同意于

2022年3月7—11日进行资料收集。首先向研究对

象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及内容,通过问卷星平台当场发

送问卷,问卷后台设置每个用户只能提交1次,白卷、
漏项不得提交。共收到607份问卷,剔除所有选项得

分相同、信息错误等无效问卷,共收集582
 

份有效问

卷,符合样本量要求。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Wilcoxon
 

Mann
 

Whitneyzhihe 秩 和 检 验 或

Kruskal
 

Wallis
 

秩和检验。采用Spearson分析本科

护生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影响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和道德价

值观各维度为自变量,以本科护生职业认同问卷得分

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自

变量包括喜欢护理专业、专业选择、在校学习成绩、毕
业转行、护士受人尊重程度、疫情期间大众对护士态

度的变化和终极性道德价值观等。自变量赋值情况

见表1。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及不同特征本科护生的职业认同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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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比较 582名本科护生中男81名(13.9%),女

501名(86.1%);年龄17~26岁,平均(20.88±1.35)
岁。是否喜欢护理专业、专业选择、在校学习成绩、毕
业是否转行、护士受人尊重程度、疫情期间大众对护

士态度的变化及职业荣誉感对本科护生的职业认同

问卷得分均有一定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2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得分情况 582名本科护生

平均职业认同问卷总分为(60.57±10.26)分。5个维

度中得分最高者为社会说服,得分最低者为职业选择

自主性。见表3。

表1  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 赋值

喜欢护理专业 是=1,否=0
专业选择 个人意愿=1,父母意愿=2,共同选择

=3,调剂=4,其他=5
在校学习成绩 差=1,一般=2,好=3
毕业转行 是=1,否=0
护士受人尊重程度 高=1,中=2,低=3
疫情期间大众对护士态度的

 变化

是=1,否=0

疫情期间职业荣誉感变强 是=1,否=0
终极性道德价值观 原值输入

工具性道德价值观 原值输入

表2  不同特征本科护生的职业认同问卷得分比较(n=582)

项目 n(%) 得分[x±s/M(P25,P75),分] t/F/Z/H P

年级 2.625 0.050

 大一 148(25.4) 62.16±9.62

 大二 192(33.0) 60.74±10.12

 大三 148(25.4) 60.07±10.02

 大四 94(16.2) 58.49±11.53

性格 -1.904 0.057

 外向 259(44.5) 61.00(54.00,68.00)

 内向 323(55.5) 60.00(52.00,66.00)

喜欢护理专业 -11.709 <0.001

 是 455(78.2) 63.00(56.00,68.00)

 否 127(21.8) 51.00(47.00,55.00)

专业选择 20.664 <0.001

 个人意愿 185(31.8) 62.96±9.74

 父母意愿 36(6.2) 55.42±9.97

 共同决定 214(36.8) 62.69±9.07

 调剂 87(14.9) 56.06±10.98

 其他 60(10.3) 54.07±8.88

在校学习成绩 12.339 <0.001

 好 83(14.3) 62.22±10.95

 一般 474(81.4) 60.78±9.94

 差 25(4.3) 51.08±9.14

毕业转行 -9.174 <0.001

 是 102(17.5) 52.66±8.95

 否 480(82.5) 62.25±9.72

护士受人尊重程度 36.850 <0.001

 高 70(12.0) 67.50(59.75,76.25)

 中 375(64.5) 60.00(54.00,66.00)

 低 137(23.5) 57.00(51.00,64.00)

疫情期间大众对护士态度的变化 6.794 <0.001

 是 474(81.4) 61.90±9.94

 否 108(18.6) 54.74±9.60

疫情期间职业荣誉感变强 -8.279 <0.001

 是 434(74.6) 62.51±9.82

 否 148(25.4) 54.8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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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得分情况(x±s,分,n=582)

维度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社会说服 2 7.70±1.61 3.85±0.80

社会比较和自我反思 3 11.33±1.90 3.78±0.63

职业自我概念 6 21.59±4.35 3.60±0.73

留职获益和离职风险 4 13.57±2.90 3.39±0.72

职业选择自主性 2 6.38±1.19 3.19±0.60

职业认同总分 17 60.57±10.26 3.56±0.60

2.3 道德价值观问卷得分情况 582名本科护生平

均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得分明显高于工具性道德价值

观得分。见表4。

2.4 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 582名本科

护生的职业认同问卷各得分(除职业选择自主性外)

与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得分均呈正相关,与工具性道德

价值观得分均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5。
表4  道德价值观问卷得分情况[M(P25,P75),分,n=582]

维度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终极性道德价值观 24 163.00(151.00,166.00) 6.79(6.29,6.92)

工具性道德价值观 25 72.00(54.00,97.00) 2.88(2.16,4.91)

2.5 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是否喜

欢护理专业、专业选择、在校学习成绩、毕业是否转

行、受人尊重程度、疫情期间大众对护士态度的变化、
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可解释职业认同35.9%的变异。
见表6。

表5  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r)

维度 留职获益和离职风险 社会比较和自我反思 职业选择自主性 社会说服 职业自我概念 职业认同

终极性道德价值观 0.217a 0.308a 0.037 0.272a 0.273a 0.279a

工具性道德价值观 -0.107a -0.138a 0.043 -0.162a -0.198a -0.170a

  注:aP<0.01。

表6  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582)

项目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β t P

常量 28.588 4.696 - 6.088 <0.001

喜欢护理专业 6.584 0.977 0.265 6.605 <0.001

个人意愿(其他) 4.307 1.294 0.196 3.328 0.001

共同选择(其他) 1.243 0.424 0.176 2.935 0.003

在校学习成绩 2.541 0.822 0.104 3.093 0.002

毕业转行 -4.345 0.987 -0.161 -4.402 <0.001

受人尊重程度 -2.580 0.621 -0.147 -4.158 <0.001

疫情期间大众对护士态度的变化 2.636 0.934 0.100 2.821 0.005

终极性道德价值观总分 0.143 0.024 0.210 5.929 <0.001

  注:R2=0.371,调整R2=0.359,F=30.586,P<0.001;-表示无此项。

3 讨  论

3.1 本科护生职业认同现状 本科护生已成为当代

护士的主力储备军,对其进行职业认同引导对护理队

伍的稳定发展意义深远。本研究结果显示,582名本科

护生平均职业认同问卷总分为(60.57±10.26)分,略高

于高丽燕等[12]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低年

级护生占比较大。大一新生停留在理论知识的学习,
怀揣着美妙的职业理想,轻松畅然。而随着年级的升

高,临床见习、实习的机会越来越多,不仅感受到护理

工作的忙碌,也感受到医患这一社会关系的复杂与紧

张,短缺的护士人力资源与患者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存

在明显的矛盾,尤其是处于实习期的护生,其技术能

力尚不成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经验和能力,积极

性受挫,影响职业认同[13]。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职业

认同问卷中得分较高的维度是社会说服、社会比较和

自我反思,与吴江林等[14]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多数护

生已有了综合思考、评价本职专业的能力。其喜欢了

解成功前辈的故事,并希望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有所

收获和成长。提示高校可将榜样教育、护理价值等元

素融入护理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中,以提高本科护生

的职业认同。

3.2 本科护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

果显示,喜欢护理专业,在专业选择中有个人意愿属

性、毕业后愿意继续从事护理专业的护生职业认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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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得分更高。可见服从于内心做出职业选择的护生

其职业认同水平更高。这一结论在多项研究中已得

到证实[12,15-16]。喜欢和热爱本职专业是自我认同的

表现,而自我认同是职业认同的前提[17]。建议高校可

在课程思政中融入“悦纳自我”元素或开展相关系列

讲座,引导本科护生准确认知职业价值并进行职业定

位,强化自我认同。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学习成

绩好的护生其职业认同水平更高,与何丽亚等[18]研究

结果一致。成绩好是护生优秀品质的量化体现,这类

护生往往具有高度的自我认同及自信,其能够进行良

好的自我规划,将自我理想根植于护理事业,并付出

不懈的努力[19]。建议在课程思政中融入“我的护理

观”课堂分享,从不同成绩水平的护生表达中提取其

职业观点的异同及其原因,并给予正向引导。护生职

业认同水平还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感知到职业高度尊

重感或感受到疫情使社会对护士的态度发生变化的

护生其职业认同水平更高。可能是因护士在抗疫中

克己奉公、默默奉献的职业精神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和新闻媒体的积极宣传,护生能更好地感知到护

理专业的价值,提升自身对护理专业的认同水平。提

示在思政课程中可通过加强对护理职业精神和先进

事迹的展示,加深护生对医护人员神圣职责的理解,
促使护生崇尚护士形象和护理专业,提高护生的专业

价 值 感 和 荣 誉 感,进 而 提 升 护 生 的 专 业 认 同

水平[20-21]。

3.3 本科护生道德价值观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

582名本科护生平均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得分为6.79
(6.29,6.92)分,明显高于工具性道德价值观得分

[2.88(2.16,4.91)分]。表明本科护生的道德价值观

不仅延续了传统“真、善、美”的道德价值观,也表现出

一定的道德功利色彩,呈现出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
与陈庆庆等[2]发现的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现实化

取向和个性化取向日渐凸显的结论一致。可能是因

为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外来文化不

断渗入,学校与医院精英汇聚,使护生形成越来越强

的竞争与利我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更注重自己的所获

所得[2]。有研究表明,高达45.5%的学生从事医疗相

关工作是为了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其在价值判断和

行为选择方面更加现实[2,22]。而护理是最具有道德属

性的工作之一,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是道德实践的指挥

棒,是护理事业稳定发展的基石[5]。大学是道德价值

观形成的“拔节孕穗期”,高校应辩证对待护生的多元

化道德价值观,做好道德教育的顶层设计。

3.4 本科护生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 本

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性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问卷总

分呈正相关,工具性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问卷总分

呈负相关。但工具性道德价值观与职业认同问卷总

分的r值较小,并没有进入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与HAGHIGHAT等[5]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培育护生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有助于职业认同的

形成。在护理教育中加强正性道德价值观的引导可

使护生认识到护理职业的内涵,增强其救死扶伤、减
轻患者痛苦的职业使命感,更好地理解从事护理工作

的责任和意义[12]。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无数的护理前辈奔赴在抗疫一线,将自

我融入社会的大我之中,与祖国同命运、共脉搏,用自

己的泪水与汗水浇灌着人民群众对光明的渴望,在社

会需求中实现自身价值[23]。这种甘于奉献、务谋病者

之福利的南丁格尔精神与终极性道德价值观天然契

合。所以,在推进本科护生的课程思政时可引导护生

将自己的理想、价值观与中国梦、护理专业相结合,筑
牢护生的终极性道德价值观,以提升护生职业认同

水平。
综上所述,本科护生是高水平护理队伍的基础,

高水平的职业认同有助于其个人的职业发展,有助于

护理队伍的稳定壮大,更能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技术

与服务。本研究本科护生的职业认同水平处于中等

水平,尚有待于提高;其道德价值观呈现终极性和功

利性道德价值观共存的多元化状态。喜欢护理专业、
专业选择时有个人意愿、学习成绩好、毕业后从事护

理工作、感知到职业尊重感和职业社会地位发生变

化、拥有终极性道德价值观的护生职业认同水平更

高。建议高校除稳抓本科护生的知识及技术能力外,
课程思政可融入“榜样教育”“抗疫英雄”“悦纳自我”
“中国梦”等模块,使本科护生接受并喜欢现在的自己

及专业,提升其职业认知,形成淡泊名利的终极性道

德价值观,从而提高职业认同水平。本研究仅对1所

高校进行了样本选取,影响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但
对培育护生道德价值观、增强职业认同的课程思政内

容的聚焦及开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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