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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李　杰１，刘　洋２

（１．新乡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３；２．新乡医学院心理学系，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３）

摘要：　目的　探讨医学院校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社会支持及其相关因素，为预防和干预护理学专业毕
业生就业焦虑、缓解就业压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自制的学生基本情况
调查表，对１１２名医学院校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医学院校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检出率
为３６．６１％（４１／１１２），其中轻度焦虑为１８．７５％（２１／１１２），中度焦虑为１６．９６％（１９／１１２），重度焦虑为０．８９％（１／１１２）；
高职高专院校护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焦虑程度高于本科院校毕业生（Ｐ＜０．０５），农村生源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
业焦虑程度高于城镇生源（Ｐ＜０．０５）；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社会支持总分与护理学专业毕业生
就业焦虑程度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４７、－０．０３、－０．０９、－０．２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结论　应有针对性地对护理学
专业毕业生开展就业前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和职业发展规划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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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物质文
化生活、就医标准和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

高，对护理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数量要求都在不断提

高，给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

来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１］。本研究对护理学专业

毕业生就业焦虑、社会支持及其相关因素展开调查

研究，为积极预防和干预医学院校护理学专业毕业

生就业焦虑、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别选取郑州澍青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新乡医学院和郑州

大学等４所学校的护理学专业应届毕业生为研究对
象。研究中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３０份，实际回收问卷
１２２份，回收率为９３．８４％，剔除无效问卷，剩余有效
问卷１１２份，有效率为９１．８０％。其中女生１０６人，男
生６人；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高职高专）２４
人，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三本院校）３２人，新乡医学
院（二本院校）３４人，郑州大学（一本院校）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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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结合护理学专业学生实际情况，由
于各院校护理学专业毕业生最后一学年为临床教学

实习，在教学实习单位完成学习，本研究于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１０～２０日分别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河南省人民医院３个实习
教学单位，对学生进行集体施测，施测时由研究者担

任主试，统一指导语，强调保密原则，现场匿名独立

填写，当场收回。

１．３　研究工具　（１）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
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２］：ＳＡＳ标准分得分 ＜５０为正常；５０～
６０为轻度焦虑；６１～７０为中度焦虑；＞７０为重度焦
虑。（２）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ＳＳＲＳ）：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
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３个维度，共由１０个条目组成，
重测信度为０．９２，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９［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２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和多重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现状　护理学专
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的总体检出率为 ３６６１％（４１／
１１２），其中轻度焦虑为１８．７５％（２１／１１２），中度焦虑
为１６．９６％（１９／１１２），重度焦虑为０．８９％（１／１１２）。
护理学专业毕业生 ＳＡＳ平均标准分为 ４５．１０±
１３０３，明显高于国内常模２９．７８±１００７，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学校类别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
比较　高职高专、三本院校、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护
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得分分别为 ６２．６０±
５０１、４３．５２±１０．７５、４０．５９±９．７２、３５．２８±７．８８，组
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重比较结
果显示，高职高专院校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

虑水平高于三本院校、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生源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比较　
农村生源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得分为

４８１７±１２．７６，城镇生源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得分
为４０．１７±１２．０３；农村生源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
业焦虑得分高于城镇生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４　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与社会支持的相
关性分析　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程度与主观
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呈

显著负相关（ｒ＝－０．４７、－０．０３、－０．０９、－０．２２；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严重，显著高于国

内常模，其原因可能在于：（１）可能与该专业毕业生
较高的就业期望值有关。护理学专业就业状况相对

比较乐观，这就使部分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及早把理

想工作岗位聚焦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或省会城

市的三甲医院［４］，而当今社会的就业竞争压力致使

她们对能否理想就业、能否高质量就业也心存侥幸

或不安。（２）可能与女生的性格有关［５］。护理学专

业毕业生以女生为主，本调查对象中，女生１０６人，
为全部调查对象的９４．６４％，与男生的果断和敢拼
敢闯性格相比，女生天性优柔寡断、不善于竞争。在

大学就读期间，护理学专业教师和护理学专业的同

学又大多是女生，在其成长环境的影响下，女性的特

质更容易被扩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

更容易产生一定的不安或焦虑情绪。（３）也可能与
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动机有关。该专业学生实习

单位大多在一线、二线城市的三级医院，大城市生活

的诱惑和与之相伴的高昂房价、物价，交织在心里不

断碰撞，使部分护理学专业的学生到工资待遇较高

的医院就业的工作动机趋于强烈和明显，希望能到

大城市经济效益较好的医院就业，获得理想的工资

报酬，改善现有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经济状况，当迫切

的就业动机在社会竞争的现实中屡受挫折后，会给

她们带来一定的恐慌、焦虑等不良情绪。（４）亦可
能与护理专业临床工作负荷和工作压力有关［６］。

社会重医轻护、护理人员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护理

工作负荷大、工资及福利待遇低于医生以及三班制

工作方式扰乱生活规律等也会对即将从事临床护理

工作的护理学专业毕业生产生一定的影响［７］，对未

来的临床护理工作既充满期待，也会有一定的担心

和焦虑。

本研究高职高专院校护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

程度高于三本院校、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的护理学专

业毕业生，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８１１］，这可能源自于

整个医疗卫生系统趋于稳定或饱和、劳动力吸纳能力

下降，许多单位在人才招聘过程中出现了提高招聘门

槛、把学历当成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有关。一些医疗

卫生单位对护理从业人员也从以前的中专、大专学历

提高到了本科学历，护理学本科毕业生无疑在一定程

度上会挤占专科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其次，也可能与

高职高专院校本身实验设备、教学水平、校园文化等

软硬件建设有限有关，专科学校的社会声誉、办学实

力相对低于本科院校，导致部分护理学专科毕业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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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信心不足，焦虑程度自然就相对偏高。

农村生源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程度高于

城镇生源，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农村生源的学生考

入大学后，他们原有的价值观、消费观在新的环境中

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错综交织的矛盾冲突引起内

心强烈的困惑和不安；其次，农村生源学生的家庭经

济条件相对较差，尽管部分学生申请到国家助学贷

款、补助，或是通过努力学习获得学校奖学金或申请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

同时也不可否认，农村生源护理学专业毕业生读书

期间仍是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和心理存在，承受着家

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无法体会到的焦虑和压力；

另外，农村生源学生社会关系比较简单［９］，家庭人

脉资源相对匮乏，社会上一些托朋友、找门路等不公

平竞争现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她们的焦虑情

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

程度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呈负相关，表明社会支持对

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焦虑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护理学专业毕业生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以及

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水平越高，其就业焦虑程度就

越低。缓解护理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压力和就业焦虑

情绪，不仅需要医学院校提高护理学教育教学水平、

增强其就业核心竞争力，也需要高校注重对护理学

专业学生心理素质、语言表达等各项综合素质和能

力的培养［１０］；还需要高校的正确引导，强化职业生

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理念，帮助学生进行科学的自我

分析，结合当今社会形势，合理确定职业发展目标，

并为之制定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路径，引导毕业生

树立合理的就业期望值和价值观［１１］；更需要国家政

策的支持，提高护士在医疗中的地位和价值，提高护

士薪酬待遇，切实改善护士的就业环境与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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