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的相关性分析

胡俊霞1,张颖2,王娜3,熊尹诗3,段宝凤4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utonomy
 

and
 

achievement
 

of
 

behavioral
 

goals
 

among
 

clinical
 

nurses Hu
 

Junxia,
 

Zhang
 

Ying,
 

Wang
 

Na,
 

Xiong
 

Yinshi,
 

Duan
 

Baofeng
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现状,并探讨两者的相关性,为提高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提供参考。方法
 

以方便抽样法选取临床护士286名,采用工作自主性量表、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得分

为(5.16±1.45)分,行为目标达成度得分为(4.22±0.69)分;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呈正相关(P<0.01);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护理层级、婚姻状况和工作自主性是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临床护士的工

作自主性和行为目标达成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越高,其行为目标达成度越好。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培养护士的

工作自主性,挖掘护士的工作潜能,提高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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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的健康需求为导向发展健康服务,是“健
康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为满足人民群众越来

越多元化的医疗需求,护理人员需从身体、心理和社

会等多个角度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化、人性化、整体

化的高标准高质量护理服务[1-2]。护理人员作为优质

护理服务的主要参与者,其工作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护

理质量及效果[3]。基于King达标理论提出的行为目

标达成度是护士对自身所达成的护理目标的自我评

价[4],其行为与目标结果的一致程度是优质护理服务

质量的决定因素[5]。工作自主性是指个体感知自己

能够自由安排工作方式和程序的程度,并且反映了组

织对员工工作能力的认可和接纳[6]。研究表明,工作

自主性越高的个体对工作的满意度越高[7],它是影响

员工工作动机和工作绩效的重要变量。本研究调查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状况,并分析

工作自主性对行为目标达成度的影响,以期为护理管

理者培养护理人员工作自主性,提高行为目标达成度

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6~7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昆明市4所三甲综合医院的临床护士为调查对象。
纳入标准:①临床在岗并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②
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③工作时间≥1年。排

除标准:进修护士;护理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包括护士

长、护理部人员)。样本量按被测评条目的5~10倍

计算,2个量表共50个条目,同时考虑10%脱落率,
所需样本量至少为275,本研究最终有效调查临床护

士286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

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工作年限、职称、护理层级、婚姻状况、聘任方式、月
均收入、工作科室等。②工作自主性量表。该量表

由Breaugh[8]研 制,包 括 工 作 方 法 自 主 性(3个 条

目)、工作程序自主性(3个条目)和工作标准自主性

(3个 条 目)3个 维 度,共9个 条 目。各 条 目 采 用

Likert
 

7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
1~7分,总分9~63分,分数越高代表护士工作自

主性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1。③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量表。采用闫丽娟

等[9]翻译并 修 订 的 量 表,包 括 自 主 决 策(10个 条

目)、个性化护理(9个条目)、共情及共同参与(5个

条目)、沟通(3个条目)、尊重患者(3个条目)、团队

协作(3个条目)和团队角色(8个条目)7个维度,共
41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从不”
到“总是”计1~5分,总分41~205分,分数越高代

表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越好。<163分为行为目标

达成 度 较 低,163~190分 为 行 为 目 标 达 成 度 中

等,>190分为行为目标达成度较高。本研究该量

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生成问卷链接和二维

码,在征得各家医院相关部门同意后,通过微信将问

卷链接发送给护士长,由护士长发送至科室微信群,
通知护士填写。问卷首页附有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及

资料保密性的统一指导语,护士知情同意后匿名填写

问卷,填写时间为15~20
 

min。为避免重复填写,同
一账号只能提交1次。最终回收问卷291份,有效问

卷286份,有效回收率为98.28%。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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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行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

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临床护士一般资料 共调查护士286人,男5
人,女281人;年龄≤25岁70人,26~岁180人,36~
岁31人,≥46岁5人。学历:大专65人,本科219
人,硕士及以上2人。工作年限:<5年123人,6~15
年132人,>15年31人。职称:护士89人,护师147
人,主管护师及以上50人。护理层级:N0级38人,

N1级75人,N2级128人,N3级25人,N4级20人。
婚姻状况:未婚112人,已婚174人。聘任方式:正式

在编32人,合同制254人。工作科室:内科72人,外
科83人,急诊科5人,ICU

 

10人,妇产科18人,儿科

5人,其他93人。

2.2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得分 
见表1。
表1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行为目标达成度得分(n=286)

x±s

项 目  总分 条目均分

工作自主性 46.43±13.01 5.16±1.45
 工作方法自主性 16.05±3.98 5.35±1.33
 工作程序自主性 15.46±4.85 5.15±1.62
 工作标准自主性 14.93±5.10 4.98±1.70
行为目标达成度 173.16±28.26 4.22±0.69
 自主决策 42.14±6.98 4.21±0.70

 个性化护理 37.93±6.82 4.21±0.76
 共情与共同参与 20.98±3.77 4.20±0.75

 沟通 12.43±2.35 4.14±0.78

 尊重患者 12.64±2.31 4.21±0.77

 团队协作 12.97±2.11 4.32±0.70

 团队角色 34.08±5.87 4.26±0.73

2.3 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单因素分析 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聘任方式、工
作科室的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
表2。

2.4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达成度的相关

性分析 见表3。

2.5 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多因素分析 以临

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

及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结果显

示,护理层级(N0=1,N1=2,N2=3,N3=4,N4=
5)、婚姻状况(未婚=1,已婚=2)、工作自主性(原值

输入)是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可解释总变异量的30.40%。见表4。

表2 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单因素分析
 

项 目 人数 得分(x±s)  t/F P
工作年限(年)  6.420 0.002

 

 <6 123 166.41±27.99
 6~15 132 178.05±28.22
 >15 31 179.16±24.34
护理层级  3.915 0.004

 

 N0 38 163.84±31.03
 N1 75 167.97±28.52
 N2 128 174.89±27.77
 N3 25 182.60±21.68
 N4 20 187.45±23.50
婚姻状况  16.970 0.000

 

 未婚 112 164.81±30.26
 已婚 174 178.53±25.57
月均收入(元)  4.757 0.009

 

 <6000 55 163.98±30.25
 6000~8000 136 173.10±28.52
 >8000 95 178.56±25.46

表3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与行为目标

达成度的相关性分析(n=286) r

项 目  
工作方法

自主性

工作程序

自主性

工作标准

自主性

工作自主

性总分

自主决策 0.480 0.491 0.485 0.520
 

个性化护理 0.444 0.480 0.465 0.497
 

共情与共同参与 0.445 0.453 0.479 0.493
 

沟通 0.401 0.433 0.424 0.451
 

尊重患者 0.366 0.418 0.426 0.435
 

团队协作 0.381 0.388 0.407 0.420
 

团队角色 0.425 0.439 0.429 0.462
 

行为目标达成度总分 0.465 0.488 0.486 0.514
 

  注:均P<0.01。

表4 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影响

因素的回归分析(n=286)

变 量 β SE β' t P VIF
常数项 100.269 5.832 - 17.192 0.000 -
护理层级 5.105 1.408 0.197 3.626 0.000 2.033
婚姻状况 5.676 2.675 0.093 2.122 0.034 1.334
工作自主性 1.057 0.084 0.485 12.619 0.000 1.015

  注:R2=0.311,调整R2=0.304;F=42.839,P=0.000。

3 讨论

3.1 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状况分析 本研究结

果显示,临床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条目总均分为

(4.22±0.69)分,表明护士的行为目标达成度处于较

高水平。可能因本次研究对象均来自三甲综合医院,
护士的学历层次、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较高;且此类

医院对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的制度方案更加完善,
为提高护士临床护理能力,培养岗位胜任力提供了有

力保障[10]。本研究中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中得分最

高是团队协作维度,这与相关研究结果[11-12]一致。团

队协作是指所有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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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和资源共享为达到既定

目标而努力奋斗的过程[13]。本研究中护士表现出较

高的团队意识,分析原因可能与近些年小组责任制整

体护理的应用有关,它强调成员之间彼此合作、相互

配合,充分发挥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作用;同时将薪

酬分配与小组整体绩效挂钩,增强护理人员的集体责

任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实践证明,小组责任制整体

护理在提高护理人员团队协作能力和优质护理服务

上发挥出强大的能动性和优越性。沟通维度得分较

低,分析原因可能为此次调查的4所医院均为省级三

甲医院,患者流量极大,护士每天工作繁重复杂,在有

限的工作时间内疲于完成任务,缺少与患者之间的沟

通交 流。提 示 护 理 管 理 者 要 重 视 护 患 之 间 的 沟

通[14],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和提升护理人员的护

患沟通技巧,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帮助患者改善身

心健康,有效预防护患纠纷,以提高护士目标达成度。
3.2 临床护士工作自主性现状分析 在护理工作

中,如果护士能够选择合适的工作方法,合理分配自

己的工作时间,对整个工作有一定把控能力,那么这

些工作自主权会使护士感受到来自领导和组织的支

持和信任[15],提高护士的内在工作动机,进而更加努

力地工作来回报组织。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护士的

工作自主性条目总均分为(5.16±1.45)分,表明护理

人员的工作自主性处于较高水平。此次调查的4所

医院均为教学医院,每个科室均承担着不同程度的教

学、科研任务,护士在工作中能体现自身的专业才能,
感受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7],提高职业认同

感;而且能够促使其通过终身学习来提升教研能力和

创造力,驱动护士更加积极自主地工作。3个维度中

得分最高的是工作方法自主性,分析原因为此次调查

的护士,学历水平以本科为主,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

储备,自主性较高,在护理工作中能够根据自身掌握

的知识技能对临床护理方法和程序进行自主决策。
得分最低的为工作标准自主性,这可能受护理专业的

特殊性影响。护理工作标准是执行各项护理操作需

要遵循的准则,它不仅是衡量护理工作优劣的重要依

据,也是护士工作中的行为指标,只有严格遵循工作

标准才能有效保障护理工作质量与安全。
3.3 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影响因素

3.3.1 护理层级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层级是护

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影响因素,护士的护理层级越

高,其行为目标达成度得分越高。分析原因为层级越

高的护士在工作团队中承担着更多的教学、科研任

务,影响力较大,促使其更加自觉、努力地去达到既定

工作目标;而对比低年资护士,层级较高的护士拥有

更多的学习平台及资源帮助其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同
时在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提高了其对工作

的满意度、积极性,并以更加热情、饱满的工作状态回

馈岗位,进而提高其行为目标达成度。
3.3.2 婚姻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护

士行为目标达成度的影响因素,
 

已婚护士的行为目

标达成度得分高于未婚护士。分析原因为已婚护士

相比未婚护士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角色,有更多的责任

感,工作态度更加严谨认真;同时已婚护士的工作年

限通常也较长,他们拥有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与沟通

技巧,对护理工作流程、规范及标准更加熟练,在临床

护理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发挥自身知识、技能水平,更
加完美地展现自己的团队作用,因此行为目标达成度

越高。
3.3.3 工作自主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自主性

是行为目标达成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护士工作自主性

越高,其行为目标达成度越高。护士行为目标达成度

是综合反映护士行为目标明确性、行为结果与目标一

致性的有效指标[16]。而工作自主性是影响自主决策

能力的重要因素,弹性安排自己的工作程序,可以增

加护士的自我效能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水平,提出

更优的护理问题解决方案;同时把工作之余的精力和

时间用来帮助其他成员,最终促进团队任务的完成。
工作自主性较高的护士更注重自己的工作意义和价

值,更愿意将自己的工作与既定的行为目标相结

合[17],有利于自身核心能力的提升,提高行为目标达

成度。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护理管理者应与时

俱进,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不断革新自身的管理方

式,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18],赋予护士更多的决策

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内在潜能,促进工作

目标与自身能力相契合,进而提高行为目标达成度,
促进优质护理服务。同时通过提高薪酬、改善工作环

境等外部因素的激励,调动护士工作积极性,充分发

挥个人自主性,为护理专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护士的工作自主性和行为

目标达成度均处于较高水平,工作自主性对行为目标

达成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对护

士工作自主性的培养,挖掘护士的工作潜能,激发创

造活性,紧密契合优质护理服务的核心内容,提高护

士行为目标达成度。本次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只选

取云南省部分三甲医院,且样本量较少,可能导致研

究结果的偏倚。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扩大地域进行

大样本、不同等级医院的调查研究,以便于护理管理

者根据研究结果制订更有效的护理质量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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