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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实习生实习后期工作倦怠的调查分析
刘佳伟，隋婷婷，魏 莹，郭雨凡，王艳芝

（中日友好医院 肛肠科，北京，100029）
摘要：目的 调查护理实习生在实习后期的工作倦怠程度，为预防和改善实习生职

业倦怠情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方法 对 150名实习护理实习生和 75名在

职护士采用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通用版（MBI-GS）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护理实

习生情绪衰竭、去人格化维度处于中等倦怠水平，个人成就感维度未达到倦怠程度。

学历、性别、年龄以及是否独生子女是影响护理实习生职业倦怠水平的因素。护理

实习生去人格化得分高于在职护士，个人成就感得分低于在职护士，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 05）。结论 护理实习生的职业倦怠不容忽视，应针对性采取措施，以改

善护理实习生实习倦怠状况，提高护理实习生的临床实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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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job burnout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late stage of internship

LIU Jiawei，SUI Tingting，WEI Ying，GUO Yufan，WANG Yanzhi
（Department of Proctology，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Beijing，100029）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job burnout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late stage of
internship，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idance for prevention of job burnout among nurs⁃
ing stud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using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
（MBI-GS）was conducted to 150 nursing students and 75 nurses. Results A moderate burnout
level was found in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 among nursing stu⁃
dents，and low burnout was found in dimension of personal achievement. Higher score of deper⁃
sonalization dimension and lower score of personal achievement dimension were reported in nurs⁃
ing student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nurses，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 05）. Conclusion
Targeted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relieve the burnout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practice.
KEY WORDS： nursing students； job burnout； emotion； depersonalization； personal
achievement

护理是一个技术与服务并存的行业，其工作

性质和行业特点决定了护理人员很容易发生职业

倦怠现象［1］。护士作为实施医疗保障的基础专业

群体，在长期繁琐的工作中可能会产生消极情

绪，并由此导致工作效率下降、缺勤甚至引发辞

职的倾向，这种现象称为“职业倦怠”［2］。相关研

究［3］显示，本科护理实习生在实习的中后期普遍

存在职业倦怠感，且实习后期与实习中期相比，职

业倦怠感呈现加重趋势。工作环境是护理实习生

职业倦怠感最主要的因素，其次为现实与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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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压力应对方式、带教老师影响、人格特征、人

际交往、就业与考研压力。

实习过程中，学员学习心态会受到诸多因素

影响而发生变化。现代教育模式在不断改变，受

到优越物质条件和应试教育的影响，新时代的大

学生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多面化的价值观［4］。研

究［5］显示，大部分“95后”、“00后”缺乏解决问题的

经验和能力，遇到困难和问题往往不知所措，不善

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缺乏承受压力和经受挫

折的经验，从而容易产生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

问题。“95后”、、“00后”护理实习生的思维方式较

“80后”、“90后”更加活跃和开放，进入实习后期，

大家面临着护资考试、就业压力以及对护理临床

工作的切身体会，容易产生消极倦怠情绪［6］。负

性情绪不仅影响整个实习过程中的效果评价，而

且对护理实习生也会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包括血

压升高、睡眠周期紊乱、全身乏力以及健忘、焦虑、

愤怒、抱怨和忧郁等问题［7］，不利于护士未来的职

业发展。本研究主要调查护理实习生在实习后期

的职业倦怠情况，以期为预防和改善实习生职业

倦怠情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8月—2021年 3月在医院实习的

护理实习生 150名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知

情同意，愿意参加研究，均为实习后期护士（实习

第 6个月至实习结束的时期）。排除标准：因故终

止实习者。另选取该院 75名在职护士进行问卷

调研，并记录相关数据。

1.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

问卷包括一般资料和Maslach工作倦怠量表通用

版（MBI-GS）。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学历、年龄、

生源地、是否是独生子女等。MBI-GS量表包括3
个维度：情绪衰竭（5个条目）、去人格化（4个条

目）和个人成就感（6个条目），其中情绪衰竭包括

工作、下班、早晨起床、整天工作以及工作让我带

有崩溃感 5方面评估项；去人格化包括自我工作

开始对工作失去热情、时间长了我对工作不热情

了、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对于自己的职业对工作

有无贡献不关心 4方面评估项；个人成就感包括

有效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我在职位上对患者有所

帮助、我擅长护理工作、当我完成抢救患者时感觉

到自豪感、我每天完成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5个方

面评估项［8］。该量表采用 0～6的 7点评分制，设

计为“非常不符合”（0）分、“较为不符合”（1）分、

“有点不符合”（2）分、“一般”（3）分、“有点符合”

（4）分、“较为符合”（5）分、“非常符合”（6）分。0～
2分为低分，3～4分为中等分，5～6分为高分。情

绪衰竭、去人格化维度正向计分，成就感低落维度

反向计分。为方便比较，计算换算得分（本维度所

有条目分总和/维度数），总分越高，表示倦怠程度

越重。工作倦怠问卷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 882，0. 723，0. 751，总问卷的α系数为0. 853，均
在 0. 70以上。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进行填写，

被试者需要认真阅读指导语，在安静不被打扰的

状态下完成调查，以确保问卷的准确性及有效性。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 0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检验水准α
=0. 05，相关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 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护理实习生工作倦怠的整体结果

本组护理实习生情绪衰竭得分（13. 06±
5. 60）分，其中＞15分的护士 47（31. 33%）名，11
～15分的护士 49（32. 67%）名，＜11分的护士 54
（36. 00%）名；去人格化得分（11. 24±5. 56）分，其

中＞12分的护士 32（21. 33%）名，8～12分的护士

57（38. 00%）名，＜8分的护士 61（40. 67%）名；个

人成就感得分（16. 84±10. 02）分，＞22分的护士

20（13. 33%）名，18～22分的护士 27（18. 00%）名，

＜18分的护士 103（68. 67%）名。护理实习生的

情绪衰竭和去人格化维度在中度等级，但个人成

就感较高。

2. 2 不同特征的护理实习生职业倦怠水平

以学历为自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情绪衰竭与去人格化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个人成就感维度上，本科护理实习生职业

倦怠水平显著高于非本科护理实习生。见表1。以

性别为自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衰

竭、去人格化维度上，男护理实习生职业倦怠程度高

于女护理实习生（P＜0. 05），见表1。以年龄为自变

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衰竭与个人

成就感维度上，00后的护理实习生倦怠水平显著高

于95后护理实习生（P＜0. 05），见表1。以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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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衰竭、

去人格化、个人成就感维度上，独生子女实习倦怠情

况较非独生子女严重（P＜0. 05），见表1。以生源地

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生源地

对护理实习生职业倦怠水平的影响不明显，见表1。

2. 3 护理实习生和在职护士职业倦怠水平比较

护理实习生去人格化得分高于在职护士、个

人成就感得分低于在职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3 讨论

3. 1 护理实习生倦怠水平总体状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护理实习生情绪衰竭、去人

格化维度处于中等倦怠水平，个人成就感维度未达

到倦怠程度。就业是进入实习后期面临的最大压力，

实习医院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护理实

习生的招聘就业［9］。目前就业多为双向选择，就业

难度比早期高，增加了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压力，工作

专注度下降。实习期间，护理实习生对护理工作有

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新的见解，有的学员可能会

重新定义职业方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态度［10］。

考取护士职业资格证书需要长时间的复习，精力消

耗过度，而护理实习生在工作中精神紧张、工作量大，

个人时间管理相对不平衡等种种因素会进一步加重

护理实习生的消极倦怠情绪。

3. 2不同特征的护理实习生职业倦怠水平差异

学历、性别、年龄以及是否独生子女是影响护

理实习生职业倦怠水平的因素。本科护理实习生

自我价值感较低，其手自我意识的影响，在工作中

看重自我实现。临床工作中的医疗模式多为遵照

医嘱执行操作，导致护士的自我成就感很难实

现［11］，进而造成自我价值感降低。男护理实习生

在情绪衰竭、去人格化维度上，职业倦怠水平高于

女护理实习生。现代护理行业是多元化的，男性

人员也逐渐参与到护理工作中，但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男性实习护理实习生在接触来自不同行业

的患者及其家属时，在平时的交流中他们可能表

达了对男性护理实习生这个角色的不认可，使其

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12］。00后护理实习生在情

绪衰竭、个人成就感维度上职业倦怠水平较高。

00后护理实习生来院工作时间较短，年龄较小，

缺乏经验，需要承担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与患者接

触较多，因此倦怠水平较高。研究［13］表明，独生子

女心理弹性较非独生子女弱。独生子女作为家庭

的重点培养对象，学习上家属关注较多，使其产生

了压力与负荷，进而对学业形成了倦怠。

3. 3 护理实习生和在职护士职业倦怠差异

护理实习生去人格化得分高于在职护士、个

人成就感得分低于在职护士。护理实习生进入临

床后，是与真实的患者接触，与在学校学习理论知

识不同，临床中更多的是需要实践。琐碎繁杂的

临床工作会使护理实习生逐渐失去工作热情，从

一开始出现烦躁、敏感等不良情绪到表现出对实

习积极性不高，不能及时完成带教教师安排的任

务，直至对整个护理行业失去信心，自我价值感降

低，产生毕业后改行的想法［14］。去人格化是指在

工作中对他人的一种消极的、没有人情味的或疏

远的反应，有人也称为犬儒主义，代表工作倦怠的

人际情境维度［15］。护理实习生去人格化水平较

表1 不同特征的实习护理实习生MBI-GS 得分情况（
-x ± s） 分

项目

学历

性别

年龄

是否独生子女

生源地

本科（n=96）
非本科（n=54）
女（n=124）
男（n=26）
95后（n=80）
00后（n=70）
是（n=69）
否（n=81）

城市（n=76）
乡镇（n=74）

情绪衰竭

13. 26±6. 02
11. 36±5. 94
13. 92±6. 62
14. 09±4. 91
10. 83±5. 64
13. 57±6. 15
13. 09±0. 38
12. 91±0. 32
13. 13±038
12. 87±0. 29

去人格化

11. 26±5. 48
10. 91±6. 19
11. 06±5. 48
13. 03±5. 72
8. 83±3. 87
11. 06±5. 06
13. 42±0. 46
13. 01±0. 33
13. 46±0. 47
13. 02±0. 31

个人成就感

17. 82±10. 23
10. 21±6. 10
17. 55±10. 60
13. 96±7. 96
13. 83±7. 39
16. 77±10. 74
13. 35±0. 42
12. 92±0. 29
13. 39±0. 41
12. 94±0. 26

t/F

0. 52

3. 31

1. 89

1. 87

1. 23

P

0. 07

0. 01

0. 01

0. 01

0. 23

表2 护理实习生和在职护士职业倦怠水平比较（
-x ± s） 分

组别

护理实习生

在职护士

t

P

n

150
75

情绪衰竭

13. 06±5. 7
14. 1±1. 82
1. 91

＞0. 05

去人格化

11．24±5. 6
5. 45±1. 06
11. 68
＜0. 01

个人成就感

16. 84±10. 02
24. 79±1. 71

8. 90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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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工作态度，还会影响部门的

整体氛围。除护理实习生寻求自我改变、自我减

压外，管理人员也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如从人际关系、组织氛围、文化活动等方面，减轻

护理实习生的职业倦怠水平。管理者需要多关注

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改善、优化工作环境，合理

地调配人力资源，改进排班制度，保证护理实习生

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提高相应待遇，缓解其精神

压力，满足其心理需求［16］。

综上所述，首先，护理实习生个人应该加强对护

理专业的认同感和在校期间的学习，以便能更快、更

好地适应临床工作；其次，学校护理教育应与临床保

持一致，尽可能多地传授给学生更多的护理知识和

技能；再者，医院应合理安排实习护理实习生的轮转

科室，尽量先易后难，使其能先掌握简单的基础护理

工作，再平稳过渡到复杂的专科护理工作，带教老师

要以鼓励、引导的方式让护理实习生收获更多成就

感；最后，社会应对护理实习生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尊

重，让其积极、蓬勃地发展。保持护理预备队伍的稳

定，减少护理专业人才的流失，是护理事业稳步发展

的重要前提。确立护士群体的建设目标和措施，采

取及时有效的工作激励机制，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这有利于提高其工作能力，是顺利完成实习任务有

效途径之一。护理实习生是未来护理事业的接班人，

关注和改善其实习倦怠状况对未来护理事业发展意

义非凡。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样本较单一，结果可

能存在偏差，还有待开展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开放评审

专栏主编点评专栏主编点评：：该篇论文调查了护生在实习

后期的工作倦怠程度，总结出护生在情绪衰

竭、去人格化上处于中等倦怠水平，低个人成

就感维度未达到倦怠程度，应早期发现，及早

干预，以改善护生实习倦怠状况，提高护生的

临床实习质量。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应用

性、针对性，语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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