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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论文的目的是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护生职业

认同感，探讨新冠疫情对护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并分析影响

护生职业认同的相关因素。护生职业认同是指护生对护理职

业的看法和情感，以及决定其职业行为倾向的心理状态，对

护生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年末突发的新冠肺

炎，使中国卫生事业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也为未来护理人才

的培养指明了方向。本研究旨在调查新冠疫情对护生职业认

同的影响，分析其影响因素，对相关高校提出建议，加强护

生专业思想教育，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和职业认同感。

2�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湖北医药学院校园内护理专业学生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全日制护理本科生，知情同意且自

愿参与研究。

2.2�调查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所在年级、选择护理专业

原因、是否签订就业协议、就业方向、未签订就业协议原因、

护理专业是否为第一志愿、疫情后是否依然首选护理专业、

家庭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亲文化程度、是否宗教

信仰、是否有亲属朋友感染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是否参加志

愿服务以及疫情后对护理职业态度的影响变化等 ��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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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民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护士这个群体受到了广泛关注，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学校和教师应及时进行
护生基本职业素养教育的跟进，以这次抗击疫情中的鲜活事例，总结其中的职业素养，指导学生进行反思，结合课堂教育，
达到提高护生基本职业素养的目的。论文通过进一步分析护理专业，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对于护理专业学生职业认同等
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今后在研究此问题等方面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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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职业认同问卷

护生职业认同问卷（SURIHVVLRQDO�LGHQWLW��TXHVWLRQQDLUH�IRU�

QXUVH�VWXGHQWV，3,416）由郝玉芳 >�� 编制，共 �个维度、��

个条目，包括职业自我概念、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社会支

持与自我反思、职业选择自主性及社会说服。采用 /LNHUW��级

评分方法，选项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计 �a�分，

总分越高，表明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越强，问卷的 &URQEDFK�V�D

系数为 �����，该问卷目前多用于护理学生职业认同的横断面

调查。

������资料收集方法

①经学校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得学生知情同意后，利用

问卷星线上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向班主任说明调查目的及

问卷填写注意事项，让其指导学生在手机上完成问卷。

②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湖北医药学院校园内 ��名护理

专业学生进行线下采访。问卷发放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包括问卷发放时、问卷填写过程中及问卷提交时的注意事项，

问卷为匿名填写。

3�职业认同感的要求

3.1�良好的政治思想素养是抗疫取得成效的基础

作为护士，最清楚疫情的可怕，但仍然积极请战，在祖

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能挺身而出，呈现的就是他们良好

的政治思想修养，主要就是护理专业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和

用实际行动践行的职业操守，作为老师要在学生心灵受到冲

击的时候，引导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道德进行深刻的思考，例如，

可以让同学们自问，“如果我现在是一名护士，我能像他们

那样不怕苦、不怕累，勇敢的到一线去吗？”经历了这次新

冠疫情，感受到了护士职业的伟大和崇高，充满职业自豪感

的同时，护生会对自己选择的职业有更深的认识，有更多的

职业认同感，会以抗疫医护人员为榜样，肩负起自己职责和

使命。据统计，目前，医院中护理人员占了很大比例，承担

了大量重要而且繁重的医疗服务工作，而护理工作的成功与

否，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医疗

卫生事业改革是否成功，也取决于护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因

此，我们认为，医院护理人才的梯队建设必须得到足够重视。

做好护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用好现有人才，

留住关键人才，引进优秀人才，并制定专业技术人员梯队建

设计划。重视年轻护理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护理人才

培养模式，提高护理人才的整体质量。从年轻护理骨干入手，

加强护理人才梯队的建设。共同做好医院的优质护理发展工

作，促进护理质量的不断提升，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3.2�过硬的专业技术素养是抗疫取得成效的关键

配合医生完美完成对危重患者的气管插管，为患者行

3,&&置管，穿着厚重的隔离服、带着多层手套进行打针输液，

操作重症室的各类高端仪器等，这些让人佩服的技能都有赖

于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支持，也是护生特别关注和由衷佩服的

地方，联想他们的日常学习，能明显感觉到差距，能更直接

地认识学习到的专业能力不但是他们将来的谋生手段，更能

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尤其是对

还没进行临床实习的护生来说，会比平时的说教更加有效，

激发护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现在的护理人才

培养模式已经沿袭多年，学校教育重点在护理基本知识和基

础技能培养，解决的是护生从“不会”到“会”的问题。一

般情况下，护生考取护士资格证后，基本可以胜任普通的临

床岗位工作。而从“会”到“熟练掌握”，后续的业务能力

提升则靠培训和岗位历练。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

����—����年，中国居民疾病谱发生重大变化——中风和缺

血性心脏病取代下呼吸道感染和新生儿疾病，成为疾病负担

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慢性病、不良生活方式导

致的疾病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因而，护理教育课

程与教学重点有了调整偏移，更多关注常见病护理，导致护

理人员公共卫生、感染预防及职业防护等相关知识储备不足、

能力欠缺。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学校护理人才培养中的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知识技能的厚度不足，应对能力薄弱，应加强

突发型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培养。各院校除了加强公共

卫生事件、传染疾病防控的教育，还要加强综合能力的培养，

重视护生毕业上岗后的规范化培养，如通过科室轮转，特别

是传染科室轮转，达到各学科知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强

化学生的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和能力的目的。院校和医院还应

该定期开展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训练及应急预案演练。

特别是院校，要将演练列入教学常态，训练学生积极应对心态，

若有战，召必至，战必胜。

3.3�优良的心理、身体素养是前提

被口罩勒变形甚至破皮的脸颊，席地而眠的身影，这是

我们关注疫情节目最常看到的画面，其实，随时有可能被感

染甚至死亡的情形，才是护士面对的最大心理挑战，而这些

又是护士职业的常态，试想没有好的心理素养，哪会有积极

健康的情感和面对患者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坚定。护士要加强

自身心理素养建设，一方面学习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教师要

从疫情中寻找护士面临的心理问题，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

的讲解，帮助护生能很好地利用理论解决心理问题，科学的

培养心理素养。另外，教会护生正确面对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碰到一些问题，寻找应对日常和突发情形的一些行之有效的

心理支撑。当然护士一定要加强体育锻炼，只有健康的身体

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很好地完成辛苦的护理工作。由于在

临床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对于心理素质的提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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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学生上充当心理指导教师

的角色，帮助学生克服恐惧胆小心理，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

设心理咨询室，让学生有排解忧虑的地方，这样使学生逐渐

形成成熟稳健的工作作风，稳定而乐观的情绪，对外界刺激

有较强的耐受力和控制力，能够主动地进行心理调整，保持

健康的心理状态。

3.4�超强的沟通和团结协作能力是必备条件

“你休息会，我喂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相互协助

检查衣服、口罩是否穿戴妥当，这种护士和病患之间、护士

和护士之间的沟通和团结协作，可以说是抗击疫情取得成效

的重要方面。这次的抗疫阻击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力量，

不相识的两名医护可能并肩工作，可能碰到只会说本地话的

老年患者，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极高的沟通和团结协作的

素养。在对护生的调查反馈来看，沟通和团结协作是护生特

别认可的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也是他们认为自己急需

培养的方面，通过这次疫情，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培养的迫切性，

特别是与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的沟通，与临时组建医疗团队

的协作，都对沟通和团结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方面更

需要教师做出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从沟通技巧、提高团队效

率方面给护生科学有效的指导，以期他们有所收获，能应对

未来工作的挑战。

4�结论

�新冠肺炎视角下，中国现有的护理人才培养暴露出不足：

护理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护理人员职业防护和感染防控的

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护理人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水平和

能力亟待提升。此外，在这次疫情中，美国华盛顿普罗维登

斯地区医疗中心使用名为 9,&,�(的机器人参与美国第一例

新冠患者的辅助治疗。医疗机器人配有摄像头、麦克风、听

诊器等设备，医生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诊疗，降低了病毒传

播的风险，并帮助病人痊愈。智能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必然成

为未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趋势，这也为护理人才的培养提

出新的要求。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进而蔓延全国，给

社会公众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理。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在

不同地区医院临床实习的护理学生。实习生在经历了最初的

心理应激，对疫情逐步了解后，大多数人采取了面对现实的

务实态度，克服恐慌，主动加强自我防护。加强了防护，说

明不同层次的护生情绪受影响程度略有不同，但都能及时调

整心态、情绪整体稳定。

护生的基本职业素养是中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确

保护生顺利走上护理岗位，适应岗位需要的基础，在平时的

教育教学中既有专门的课程培养，又有专业课课堂的渗透，

但这次的新冠疫情，却是正在学习医护专业学生亲身经历的

一件人生大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深感受着自己将要从事

的职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医务工作者的高尚医德、精湛

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人文素养、沟通协作能力和创新精

神，可以说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是对护生基本职业素养的一

次全面教育，作为学校和老师应抓住这个契机，及时进行榜

样下的基本职业素养的教育引导，中职护生会在榜样的激励

下，把中国护士体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继承和延续，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成为一名白衣战士。目前，中国护

理专业逐步向着高层次、专业性、优质化发展，高素质的护

理人才将成为医院护理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不断地学习借鉴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模式与经验的同时，也要科学、高效地应

用到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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