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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在实习护生心理负荷与
职业认同间的中介效应

陆 晟，王振猛，盛月红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超声介入科，上海，200438）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资本在实习护生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

NASA任务负荷指数量表、心理资本问卷及护士职业认同量表对 292名实习护生进行调查。采用AMOS24. 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心理资本在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实习护生职业认同总分

为（64. 14±10. 19）分；心理资本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r=0. 542，P＜0. 01），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呈负相关（r=-

0. 161，P＜0. 01），心理资本与心理负荷呈负相关（r=-0. 189，P＜0. 01）；心理资本在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间起

完全中介作用，心理负荷对职业认同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别为-0. 063、-0. 147。结论 实习护生职业认同

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心理资本在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护理教育者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降

低实习护生的心理负荷，重视其心理资本建设，进而提升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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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load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interns. Method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NASA Task Load Index Scale，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nurse Oc⁃
cupation Identific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survey 292 nursing interns. Use AMOS 24. 0 software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psychological load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interns was（64. 14±10. 19）. Psychological capital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identity（r=0. 542，P<0. 01），and psychological loa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ccupational
identity（r=-0. 161，P<0. 01）.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load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r=-0. 189，P<0. 01）.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ed a completely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sy⁃
chological load and occupational identity，and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load on
occupational identity were -0. 063 and -0. 147，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identi⁃
fication level of interns is at a medium level，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completely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load and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take
ac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load of interns，pay attention to their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nstruction，and then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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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性质、社

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肯定评价［1］。护生职业认

同，是护生本人对护理职业的职业性质、职业目

标、社会价值等的感知与体验，是确认其未来职业

行为倾向的心理状态［2］。临床实习是护生进行角

色转变、了解护理专业实际情况、体验目前职业现

状、形成职业认同的关键期［3］，这一阶段护生的职

业认同水平直接影响其择业行为及日后作为临床

护士的职业认同［4］。护生职业认同水平偏低将导

致其毕业后从事非护理职业以及产生消极的职业

心态，这将导致护理人才流失，影响护理队伍的稳

定发展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5］。有研究［6］表明，

职业认同水平较高的护生将来坚守护理岗位的信

念坚定，并对日后从业态度形成有积极影响。因

此，提高实习护生职业认同水平，对稳定护理人才

队伍至关重要。心理负荷指护士在完成护理工作

任务过程中给心理上带来的负担，是来自工作对

人体产生的心理应激［7］。实习护生面对疾病治疗

的复杂性、超负荷的工作量、内心期望与现实差

距、人际关系冲突等因素，容易承受较高的心理负

荷。研究表明［8-9］，较高的心理负荷会加重员工负

性情绪，降低员工的职业认同感。

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比较关注护士内部心

理资源的开发，由Luthans等［10］提出的心理资本作为

核心心理要素，是指个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积极状态，这包括：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

观等4个方面。Hobfoll等［11］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认

为，人们总是努力获得、维持和保护他们认为有价值

的资源。当个体在工作、学习中面临挑战、困难等压

力应激源时，就会调动心理资本这一重要资源加以

应对。有研究［12］表明，心理资本对实习护生职业认

同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郑倩等［13］研究分析显示，

心理负荷过重会降低护士心理资本水平。胡银花等［14］

研究认为，压力应激源持续状态使个体心理能量消

耗，导致其心理资本的下降；同时，在应对压力过程

中，心理资本可以帮助个体缓解压力、并促进其他资

源的获得，进而缓冲压力对结果变量的负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将实习护生心

理负荷作为一种压力应激源，而将缓解应激源对个

体造成消极影响的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验证其

在实习护生心理负荷对职业认同间的中介作用，以

期为临床实习带教、提升实习护生职业认同感、促进

其形成积极择业就业态度提供更多更好的参考和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选取 2021年 3月—4
月在上海某三级甲等肝胆专科医院实习的 4所高

校护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大专学历以

上的全日制护理专业实习护生；②本院实习时间

＞1个月；③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①实习期间

连续请假时间＞1个月；②既往患有抑郁、人格障

碍等精神疾病病史者；③拒绝参加研究者。本研

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构方

程模型所需样本量应取变量数的 10～15倍，本研

究共纳入 18个变量，样本量为 180～270，考虑

15%的流失率，最终确定样本量为207～311。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问卷由 3部分组成。①一般资

料问卷：研究者自行设计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层次、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对

护理专业总体满意度、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②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由郝玉芳［15］编制，包括：职业

自我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社会比较与自我

反思、职业选择的自主性、社会说服 5个维度，共

17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1”表示很不

符合，“5”表示很符合，总分 17～85分，得分越高

表明职业认同感越强，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27，重测信度为 0. 892。③心理资本问卷：该

问卷是莎日娜［16］在 Luthans等［10］编制的心理资本

量表基础上修订的大学生心理资本量表，本研究

将问卷的研究对象、所在单位分别替换为实习护

生、医院，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 4个维

度，共 16个条目。采用 Likert 6级评分方法，“1”
表示非常不符合，“6”表示非常符合，总分 16～96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拥有越高的心理资本。该

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98。④ NASA任

务负荷指数量表：该量表 1988年由Sandra等［17］编

制，2019年国内梁丽玲等［18］汉化，包括：负荷感受

和自我评价2个维度，共6个条目。条目以一条分

为 20等分的直线表示 0~100分，从左至右分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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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负荷从“低”到“高”；其中自我表现这一条目为

反向计分，从左至右为“完美”至“失败”。总分为

6个条目分算数平均分，为 0~100分，得分越高表

示工作心理负荷越高。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 824。
1. 2. 2 调查方法：研究者在护生集体培训时征得护

生同意后现场发放问卷，调查开始前向护生说明研

究目的、意义及填写注意事项，问卷均采取不记名的

方式。本研究共发放300份问卷，去除答案明显呈

规律性作答、漏项3项及以上的无效问卷外，共纳入

分析的有效问卷292份，有效率97. 33%。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 0、AMOS 24. 0 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

分析探讨实习护生心理资本、心理负荷和职业认

同间的相关性，变量间关系运用 AMOS 进行分

析，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P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护生基线资料

研究共纳入292名实习护生，其中男34名，女

258名；年龄 19～20岁 112名，年龄 21~24岁 180
名；学历：中专 92名，大专 138名，本科 62名；独生

子女 73名，非独生子女 219名；对护理专业态度：

非常满意 98名，比较满意 166名，无所谓 20名，不

满意8名；选择护理专业原因：自己喜欢120名，父

母意愿61名，其他111名。

2. 2 实习护生职业认同得分情况

本组实习护生职业认同总分为（64. 14±
10. 19）分，5个维度中均分排序第一为社会说服

维度，得分为（4. 05±0. 79）分，留职获益与离职风

险 维 度 排 名 最 后 ，得 分 为（3. 52±0. 74）分 ，

见表1。

2. 3 实习护生心理负荷、心理资本和职业认同的

相关性

实习护生心理负荷总分为（62. 33±18. 41）
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负荷感受（47. 72±14. 48）
分，自我评价（17. 61±6. 88）分。心理资本总分为

（70. 78±9. 50）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自我效能

（17. 81±3. 01）分 ，希 望（18. 17±3. 09）分 ，韧 性

（18. 44±2. 91）分，乐观（16. 36±2. 60）分。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实习护生心理

负荷与职业认同总分呈负相关（r=-0. 161，P＜
0. 01），心理负荷与心理资本总分呈负相关（r=-
0. 189，P＜0. 01），心理资本与职业认同总分呈正

相关（r=0. 542，P＜0. 01）。见表2。

2. 4 心理资本在实习护生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

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心理负荷总分为自变量，心理资本总分为

中 介 变 量 ，职 业 认 同 总 分 为 因 变 量 ，运 用

AMOS24. 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极大似

然法对数据进行拟合，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

标判断模型拟合程度［19］。结果显示，初始模型的

拟合指数未达到适配指数标准，依据修正指数进

行修订。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df=2. 585
＜5，RMSEA=0. 074＜0. 08，GFI=0. 942、AGFI=
0. 901、NFI=0. 934、IFI=0. 958、CFI=0. 958，均＞

0. 900，各拟合指数均达到标准，表明该模型拟合

效果良好。修正后的模型如图1。
采用 Bootstrap法（抽样数 5000）进行中介效

应的显著性检验，置信区间取 95%。本研究中

Bootstrap得出的总效应 95%置信区间-0. 407~-
0. 044 ，不包括 0 ，说明总效应显著；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0. 330~0. 060，包括“0”，说明直接

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 95% 置信区间-0. 374~-
0. 058，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综上，实

习护生心理负荷对职业认同的影响是因为心理负

荷负向影响了心理资本，而心理资本又正向影响

了职业认同，中介效应比例为（-0. 147）/（-0. 210）
=70. 00%，即中介效应解释自变量对因变量总效

表1 实习护生职业认同得分（
-x ± s） 分

维度

职业认同总分

社会说服

职业自我概念

社会支持与自我反思

职业选择自主性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条目

数

17
2
6
3
2
4

评分

范围

17~85
2~10
6~30
3~15
2~10
4~20

得分

64. 14±10. 19
8. 10±1. 59
23. 00±4. 51
11. 70±1. 45
7. 55±1. 56
14. 09±2. 96

条目均分

3. 77±0. 60
4. 05±0. 79
3. 83±0. 75
3. 80±0. 58
3. 78±0. 78
3. 52±0. 74

表2 实习护生心理负荷、心理资本

与职业认同的相关性分析（n=292，r）

项目

心理负荷

心理资本

职业认同

心理负荷

1
-0. 189**
-0. 161**

心理资本

-

1
0. 542**

职业认同

-

-

1
注：**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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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70. 00%。变量间相互效应见表3。

3 讨论

3. 1 实习护生职业认同、心理负荷、心理资本的

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职业认同得分为

（64. 14±10. 19）分，这一结果高于冷雅楠等［3］的研

究结果，与蔡仙等［20］研究结果一致，处于中上水

平。分析可能的原因，本研究中有 41. 10%（120/
292）的护生因为自己喜欢主动选择护理专业，欧

娜等［21］研究认为，本人主动选择护理专业者兴趣

与其职业理想比较符合，内在兴趣动机越强，其职

业认同感更强。职业认同各维度中，社会说服维

度得分最高，这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社会大众对护理人员专业价值认可度增加，国

家及地方政府层面相继出台保障医务人员优惠政

策，逐渐形成尊医重护的社会氛围，对护生职业认

同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维度

得分最低，这可能与护生在实习期间无法掌握专

科性强的护理技能，未能感受到护理工作给自身

带来的价值与意义，加之临床职业危机事件频发、

作息不规律等因素，影响其职业认同水平。这提

示临床护理管理及教育者应充分把握护生实习时

机，引导护生树立正向的职业认知，真正理解护理

工作价值及意义所在，增强其职业认同水平，更客

观的认识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实习护生心理负荷总分为（62. 33±18. 41）
分，负荷感受、自我评价维度分别为（47. 72±
14. 48）分和（17. 61±6. 88）分，这一结果低于梁丽

玲等［7］的研究结果，高于钟琴等［22］研究结果。分

析可能原因，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后，因担心自己理

论知识不扎实、技术操作不熟练，无法适应临床紧

张、忙碌和高压的工作，更害怕在当前医患矛盾大

背景下遭遇职场暴力，容易出现心理负担，进而导

致心理负荷增高。这提示护理教育者，应通过情

景模拟课程培训等方式，为在校护生培养护临床

思维及临床决策能力，有条件学校，应在实习前增

加临床见习活动，帮助护生更快适应从学校到临

床的角色转换。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总分为（70. 78±9. 50）分，

与蒋川等［23］研究结果接近，处于中上水平。分析

原因，本组护生在我院进行各科室轮转实习前，均

图1 心理资本在实习护生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表3 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

变量

心理负荷—职业认同

心理负荷—心理资本—职业认同

心理负荷影响职业认同总效应值

标准化效应值

-0. 063
-0. 264×0. 556=-0. 147

-0. 210

占总效应比例/%

30. 00
70. 00
—

95%置信区间

下限

-0. 330
-0. 374
-0. 407

上限

0. 060
-0. 058
-0.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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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周岗前培训及 8周的临床护理技能基础带

教，对专科护理操作技能、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护患沟通技巧等进行了情景模拟演练。这使

得护生有信心去克服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并注重跟临床带教老师学习、互动，愿意为工作付

出并尝试改变，故心理资本水平较高。

3. 2 实习护生心理负荷、心理资本、职业认同三

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心理负荷与职业

认同呈负相关（r=-0. 161，P<0. 01），即实习护生

心理负荷越高，其职业认同越低。这可能与实习

护生处于专业学习阶段，在角色、环境、人际交往

等转变适应困难，与自我期望不一致时，难免会对

职业发展前景感到迷茫，护生的受挫感升高、心理

负荷加重，进而致其职业认同降低。实习护生心

理负荷与心理资本呈负相关（r=-0. 189，P＜
0. 01），即实习护生心理负荷越高，其心理资本水

平越低。心理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的心理

资源，当个体面对压力源持续应激状态时会消耗

个体的心理能量［25］。本组实习护生日常工作中，

面对大量危重患者、病情变化快、护理工作量大、

突发抢救频发，同时还要面对患者和家属的负面

情绪，承受较高的心理负荷。当护生感知到的心

理负荷过大时，会严重挫伤其自我效能感、打击自

信心，从而产生对工作的懈怠感［14］，会对其心理资

本产生强烈的消耗，导致心理资本水平的下降。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与职业认同呈正相关（r=
0. 542，P<0. 01），这与高雅琴等［1］研究一致，说明

护生心理资本越高，其职业认同越高。心理资本

是一种兼具特质性和状态性特征的积极心理品

质，包括自信、希望、乐观及韧性。心理资本水平

高的护生拥有更多心理资源，面对挑战和压力时，

其对环境刺激的评价更积极，能及时调节自我认

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在

不断提升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感受护理专业的价

值和意义，从而正向影响其职业认同。

3. 3 实习护生心理资本在心理负荷与职业认同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心理负荷对职业

认同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0. 063，P=
0. 285），心理负荷可直接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
0. 264，P=0. 013），心理资本可直接正向预测职业

认同（β=0. 556，P<0. 001），心理资本在心理负荷

与职业认同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心

理负荷对职业认同直接影响相当微弱，只能通过

影响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产生作用，也就是说职

业认同会通过心理资本这种应对资源得以提升。

Hobfoll［11］的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在资源池中拥有

较多资源的个体非但不易遭受资源的损失，反而

有能力获取更多资源。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内心的

一种原动力和积极的心理资源，对那些心理资本

高的人来说，当面临各种挑战和困境时，其更容易

进行能量补充和动机激励［7］，还能发展出更多积

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感受到更少的心理负荷。

同时，更加主动地获取新的资源，实现资源的增

值［24］，并对资源进行合理整合与利用。从而能更

好应对各种问题。Luthans等［10］等认为心理资本

是一种超出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能够通

过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开发使个体获得具有竞争优

势的心理资源。因此，这提示护理教育和管理者

应重视对实习护生心理资本的培育与开发，通过

开展护理职业教育、压力适应训练、团队心理辅导

等方法，有效调动实习护生内心的积极资源，增进

护生职业心理健康，降低实习护生心理负荷，提高

心理资本水平，从而有效提升职业认同水平。

4 本研究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对象均来自于同

一家实习医院，研究范围局限，且为横断面调查研

究。今后研究中，可适当扩大调查的范围和样本

的数量，对实习护生心理资本、心理负荷与职业认

同的关系进行纵向深入研究。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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