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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潜在剖面及其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孙 娟1,雪 雅1,李 岩1,刘艳芳2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心内科;2.护理部,河南
 

郑州
 

450014)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潜在剖面及其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

法,选取2023年10-12月河南省4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护理实习生1
 

136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

调查表、中文版护生临床实践反思问卷、生涯适应力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 Mplus8.3软件分析护理实习生

反思性实践的潜在剖面,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分析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采用无序

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的影响因素。共发放问卷1
 

136份,回收有效问卷1
 

008
份,有效回收率为88.73%。结果 1

 

008名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分为高水平组、中水平组、低水平组3个潜

在剖面。护理实习生学历、是否有反思理论培训经历是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的影响因素(P<0.05);中、高水

平组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能正向预测其生涯适应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解释总变异的

48.30%。结论 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与生涯适应力呈正相关,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应重点关注男性、低水

平组护理实习生,并采用针对性的反思性实践方案,促进低水平组、男性护理实习生生涯适应力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 护理实习生; 反思性实践; 潜在剖面分析; 生涯适应力; 影响因素分析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5.03.048 中图法分类号:G642.44;R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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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性实践是指个体在实践中及实践结束后结

合当时情景有目的地对自己的行为、经验或知识进行

反思和再审查,以构建新的实践理解的元认知过

程[1]。反思性实践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可促进

护生的知识水平、自我效能和职业道德感[2-3],提升其

专业能力发展[4],降低其负性情绪[5]。生涯适应力指

个体转换职业生涯与平衡工作环境的能力[6]。护理

实习生的临床实习阶段正处于生涯转换与环境变化

的关键时期,职业生涯适应力的高低对其未来是否坚

持从事护理工作具有核心保障作用[7]。有研究表明,
基于反思的理论课程对提升护生生涯适应力较有

效[8]。目前,对生涯适应力的研究多侧重于心理层

面[9],较少从实践角度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研究

生涯适应力和反思性实践的关联,以获取提升护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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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生涯适应力的新视角。目前,国内外对护士反思

性实践影响因素的研究仅按总分简单概括[5,10]。潜在

剖面分析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分类方法,可直观展现群

体异质性[11]。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法探索了护

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的潜在剖面,并分析了其对护理

实习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以帮助护理管理者和教育

者制定精准反思性实践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1.1.1 研究对象 选取2023年10-12月河南省4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护理实习生1

 

136名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kendall样本量估算法计算样本量,共包含

20个变量,取变量数的10~20倍,考虑20%的失访率,
总样本量至少为240,为减少抽样误差、增加样本代表

性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将样本扩大至1
 

008名。

1.1.2 纳入标准 (1)在医院实习时间大于或等于3
 

个月;(2)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1.3 排除标准 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问卷。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

表,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在校成绩、班干部经

历、反思理论培训经历等。

1.2.1.2 中文版护生临床实践反思问卷 该问卷由

BIJANI等[12]编制、我国学者李松等[13]汉化。共36
个条目,包括专业能力、内部动机来源、基于反思的自

我管理、具有挑战性的临床情境、动态的组织氛围、动
态的职业发展6个维度。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
“从不”至“总是”依次计1~5分,总分为36~180分,
得分越高表示临床实践反思能力越强。该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961。
 

1.2.1.3 生涯适应力量表 该量表由我国学者

HOU等[14]修订,共24个条目,包括生涯关注、生涯

好奇、生涯控制和生涯自信4个维度。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次计1~5

分,总分为24~120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涯适应力水

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74。

1.2.2 资料收集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以问卷星

形式收集相关资料,采用统一指导语说明研究目的、
意义、填写方法、匿名及保密性。共发放问卷1

 

136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

 

008份,有效回收

率为88.73%。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Mplus8.3软件对护理实习

生反思性实践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确定最佳剖面后,
应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
采用χ2 检验。以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的3个类别

为因变量(以低水平组为参照),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4个指标作为自变量,以研究生、无反思

培训经历、无班干部经历、学习成绩良好为参照,采用

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护理实习生反思性

实践的影响因素。以护理实习生生涯适应力得分为

因变量,以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潜在类别为自变量

(设置哑变量,以低水平组为参照组),采用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类别与生涯适应力

的关系。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法[15]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的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

差。中文版护生临床实践反思问卷36个外显指标中

有12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最大因子方差解释度为

32.48%,低于40%的临界值。

2.2 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情况 初始共拟合了1~4
 

个潜 在 剖 面 模 型。见 表1。随 着 剖 面 数 量 增 加,

Akaike信息标准(AIC)、贝叶斯信息标准(BIC)、样本

校正的BIC(aBIC)逐渐下降,当类别数为3时模型的

BIC值较低,当模型的类别数为4时似然比检验指标

(LMR)未达到显著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63)。最终确定3个潜在剖面为最佳模型。

表1  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情况

类别数 AIC BIC aBIC 熵
P

LMR BLRT
类别概率(%)

1 124
 

124.299 124
 

478.231 124
 

249.554 - - - -

2 115
 

349.993 115
 

885.807 115
 

539.615 0.957 <0.001 <0.001 52.48/47.52

3 113
 

467.962 114
 

185.658 113
 

721.951 0.958 <0.001 <0.001 25.10/35.22/39.68

4 112
 

756.645 113
 

656.121 113
 

074.901 0.957 0.063 <0.001 24.80/30.85/10.62/33.73

  注:-表示无此项。

2.3 潜在剖面命名 3个潜在剖面特征见图1。 25.10%(253/1
 

008)的护理实习生临床实践反思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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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均处于低水平(低水平组),35.22%(355/1
 

008)
的护理实习生临床实践反思各维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

平(中水平组),39.68%(400/1
 

008)的护理实习生临床

实践反思各维度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高水平组)。

2.4 单因素分析 不同潜在剖面护理实习生学历、

在校学习成绩、班干部经历、反思理论培训经历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5 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护理实习

生学历、反思理论培训经历是反思性实践潜在剖面的

影响因素(P<0.05)。见表3。

图1  潜在剖面特征

表2  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单因素分析[n(%)]

项目 低水平组(n=253) 中水平组(n=355) 高水平组(n=400) χ2 P

性别 4.435 0.108

 男 29(11.50) 49(13.80) 69(17.20)

 女 224(88.50) 306(86.20) 331(82.80)

年龄 2.273 0.686

 <18岁 65(25.70) 90(25.40) 90(22.50)

 18~22岁 75(29.60) 94(26.50) 111(27.80)

 >22岁 113(44.70) 171(48.20) 199(49.80)

学历 60.068 <0.001

 大专 203(80.24) 237(66.77) 209(52.25)

 本科 46(18.18) 99(27.88) 147(36.75)

 研究生 4(1.58) 19(5.35) 44(11.00)

居住地 1.312 0.523

 城镇 59(23.32) 94(25.50) 109(27.30)

 农村 194(76.68) 261(73.50) 291(72.70)

在校学习成绩 8.266 0.016

 一般 219(86.56) 285(80.28) 310(77.50)

 良好 34(13.44) 70(19.72) 90(22.50)

反思理论培训经历 22.435 <0.001

 有 26(10.28) 60(16.90) 99(24.75)

 无 227(89.72) 295(83.10) 301(75.25)

独生子女 1.931 0.381

 是 34(13.40) 62(17.50) 67(16.80)

 否 219(68.60) 293(82.50) 333(83.20)

班干部经历 6.826 0.033

 有 34(13.44) 57(16.06) 84(21.00)

 无 219(86.56) 298(83.94) 316(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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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变量
中水平

偏回归系数 P 优势比 95%可信区间

高水平

偏回归系数 P 优势比 95%可信区间

学历

 大专 -1.390
 

0.014 0.249 0.082~0.756 -2.288 <0.001 0.101 0.035~0.293

 本科 -0.778 0.182 0.460 0.147~1.438 -1.153 0.038 0.316 0.107~0.937

有反思理论培训经历 0.458 0.179 1.580 0.811~3.080 1.190 <0.001 3.287 1.716~6.298

有班干部经历 -0.203 0.466 0.816 0.473~1.409 -0.072 0.791 0.931 0.547~1.583

在校学习成绩一般 -0.143 0.677 0.867 0.867~1.698 0.373 0.274 1.452 0.744~2.835

2.6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与低水平组护理实习生比

较,中、高水平组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能正向预测

其生涯适应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解

释总变异的48.30%。见表4。
表4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P 95%可信区间

常量 62.535 1.496 41.808 <0.001 59.600~65.470

中水平 15.656 0.879 17.805 <0.001 13.931~17.382

高水平 26.025 0.889 29.272 <0.001 24.280~27.770

女性 5.331 0.987 5.399 <0.001 3.393~7.268

  注:R2=0.489,调整后R2=0.483,F=79.251,P<0.001。

3 讨  论

3.1 护理实习生临床实践反思能力潜在剖面特

征 本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将护理实习生临床实

践反思 能 力 分 为 高 水 平 组(39.68%)、中 水 平 组

(35.22%)、低水平组(25.10%)3个剖面。中、高水平

组护理实习生占74.90%,说明护理实习生临床反思

性实践水平处于中上水平,与邹玉婷等[16]对本科护生

反思性实践水平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示,
中、高水平组护理实习生在条目8(我不害怕复杂的临

床情境及技能操作)及条目9(我愿意进行专业复杂/
非常规的操作)的得分较低,而在条目25(复杂临床情

景有助于我反思自己的临床实践)得分最高,表明护

理实习生在临床实习中存在畏难心理,会尽量避免参

与困难的工作,但依然认为复杂的工作对反思能力的

提升是有帮助的,因此,在临床带教过程中应为其提

供参与复杂临床情境及非常规操作的机会,启发、引
导护理实习生在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之间建立有效

联系[17],有意识地回顾和反思学习临床实践情况及过

程,在学习、实践中获得新的理解,提升反思性实践能

力,进而学会多角度、多层次分析解决复杂问题,并从

容应对临床复杂情境。低水平组护理实习生在条目4
(我愿意独立履行我的护理职责)得分最低,表明其缺

乏独立完成护理工作的信心,需重点给予关注和指

导。临床带教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应多与护理实习生

交流,了解其缺乏独立工作信心的原因,结合护理实

习生的个体情况进行教学,给予正确引导及指导,及
时正向反馈,激发其实习积极性,增加从事护理工作

的信心。

3.2 护理实习生临床实践反思能力潜在剖面的影响

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历是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

践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与黄婉怡等[18]研究结果相

似。高学历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较强,自我审视的敏

锐度更高,对经历的事件更具有困惑和质疑精神,有
利于触发反思。因此,护理教育者应该对低学历护生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提升其临床实践反思能力。
此外,反思理论培训经历也是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

潜在剖面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因为反思培训可提升护

生评判性思维能力[19]、临床护理能力[20]、责任感及临

床预判[21]。目前,国内相关反思性实践的理论培训相

对不足,对护理实习生的反思技能培养重视不够[22],
反思教学技能参差不齐,不能给予护理实习生反思性

实践指导。提示在培养护理人才过程中应开设反思

理论、技能培训课程,并提升带教教师的教学技能。
 

3.3 护理实习生临床实践反思能力与职业生涯适应

力的关系 职业生涯适应力是指个体对未来职业生

涯发展的角色平衡能力及适应度[9],是成为优秀护理

工作者的必备能力[23]。本研究结果显示,反思性实践

类别是护理实习生职业生涯适应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可能是因为临床实践反思有助于其更好地认识自我,
深入了解自身优势、劣势及兴趣,更准确地定位自己

职业生涯;反思性实践还有助于其建立积极的职业心

态,在面对困境或挑战时能从中汲取教训并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提高职业生涯适应力。因此,护理教育

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并加强护生实践反思能力的培养,
提升其职业生涯适应力和竞争力。此外,护理实习生

性别是职业生涯适应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

与护理专业的特殊性有关。一方面,护理通常被视为

女性主导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男性护理实习

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男性护理实习

生在职业生涯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挑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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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隐忍策略,也可能影响其职业生

涯适应力。因此,在临床带教过程中要关注男性护理

实习生的需求特点,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护理职业的要

求和挑战。
综上所述,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可划分为3个

剖面,将每个剖面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具体显现出来

更具有准确性,护理管理者及教育者可根据其内部特

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并进一步探索影响反思性实

践水平的因素,以达到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能力的

均衡发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的调查方法,仅在河南

省郑州市的4所三级甲等医院进行调查,样本代表性

较局限,今后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医院开展

研究,增加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也可开展纵向研究,追
踪护理实习生反思性实践水平在不同实习阶段的变

化特点及规律,更好地提升其反思性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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