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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213名护士工作沉浸感与工作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胡 哲，赵 益，杨 阳，雷丹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眼科中心，湖北 武汉 430060）

[摘 要] 目的 了解护士工作沉浸感、工作满意度的现状，探讨两者相关性。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2018 年 5 月选取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问卷和护士工作满意度评定量表对其进行调

查。 结果 213 名护士的工作沉浸感总分为（120.62±4.90）分，护士工作满意度总分为（120.43±3.21）分，护士工作沉浸感与工作满

意度呈一定正相关（r=0.395，P<0.001）。结论 本组护士沉浸体验和护士工作满意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护士工作沉浸感与工作满意

度呈一定正相关。 护理管理者应充分认识护士工作沉浸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从而提高护士工作满意

度，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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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沉浸（work-related flow），指当人们完全投
入到一项可控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时， 个体会经历
一种独特的愉悦、欣喜的心理状态 [ 1 ]，主要由 3 个
核心要素构成 ：专注 （absorption）、工作享受 （work
enjoyment）、内在工作动机（intrinsic work motivation）[ 2 ]。
工作满意度， 指个人根据自我认知和理解对工作各
构成方面加以解释后得到的结果， 是对工作满意的
感觉程度[ 3 ]。 有报道，高强度护理工作是国内护士压
力的主要来源， 长期高负荷工作状态是护士离职的
重要原因之一[ 4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将焦点集中在
压力及应对措施上，忽略了护士在面对挑战时，将压
力转化为激励的这种积极体验及这种体验对自身的
有利影响。工作沉浸感对工作绩效、情绪和离职意愿
等方面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5-9]，目前有关工作沉浸
感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本研究拟了解
护士工作沉浸感现状， 探讨工作沉浸感与工作满意
度的关系，以期为护理管理者提高护士工作沉浸感，
激发其自身动力， 降低护士离职率提供一定的参考
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2018 年 5 月选
取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
准 ：（1）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 ；（2）从事护理工作
时间≥1 年；（3）自愿参加本研究。 排除标准：（1）
近 1 年内连续休假≥3 个月；（2）有严重躯体或精神
疾病。 本研究经过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2018Q-C010）。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行设计， 包括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学历、职称、职务、用工形式
等。
1.2.2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问卷 由 Arnold 等 [10]于
2007年编制，最初是在荷兰的 1家公司针对 7个不同
职业类别的员工进行测试，Cronbach α 系数 0.63[10]。
本研究采用张莉莉等[11]于 2013 年汉化、修订的护士
工作沉浸体验问卷，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9， 各维
度 Cronbach α系数为 0.807～0.894[12]。 该问卷包括体
验能够激发自身的工作动力（6 个条目）、工作中有
清晰的目标并伴时间感的改变（6 个条目）、行动与
意识融合并了解工作进程（5 个条目）、自己能够控
制工作任务（6 个条目）、专注于当前的任务（4 个条
目）， 共 5 个维度 27 个条目。 均采用 Likert 6 级评
分，完全不同意=1 分、较不同意=2 分、不同意=3 分、
同意=4 分、很同意=5 分、非常同意=6 分。 量表总分
27～162分，得分越高，表示调查对象对工作的沉浸体
验越高。 本研究该问卷总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9。
1.2.3 护士工作满意度评定量表（Nurses Job Satisfac-
tion Scale，NISS） 由胡静超[13]于 2007年参照 Maslow
的需要层次理论、Herzberg 的双因素理论，结合国内
外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重新编制，Cronbach α 系数
为 0.832[14]。该量表包括管理（7个条目）、工作负荷（7
个条目）、与同事关系（5 个条目）、工作本身（5 个条
目）、工资及福利（4 个条目）、个人成长及发展（4 个
条目）、工作被认可（4 个条目）、家庭/工作的平衡(2
个条目)，共 8个维度 38 个条目。 均采用 Likert 5 级[收稿日期] 201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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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非常不满意=1 分、比较不满意=2 分、满意=3
分、比较满意=4 分、非常满意=5 分，量表总分为 38～
190分，得分越高，表明护士工作满意度越高。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由研究者
对小组成员进行统一培训后发放问卷。 首先采用统
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解释调查目的、意义及问卷填
写方法，获得其知情同意后，现场发放问卷，问卷当
场发放并当场回收。 共发放问卷 225 份，回收有效
问卷 213份，有效回收率 94.7%。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piData 3.1双人录入数据，
采用 SPSS 21.0 分析数据。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构成
比描述，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
差描述。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分析护士工作沉
浸感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13名护士，均为女性，年龄（27.80±
6.30）岁；多为未婚，148 名（69.5%）；工作年限以＜5
年居多 ，142 名 （66.7%）；学历以本科居多 ，170 名
（79.8%）；职称多为护士，137 名（64.3%）；聘任方式
以合同制居多，142名（66.7%）。
2.2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得分情况 本组护士工作
沉浸体验总分（120.62±4.90）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
体验能够激发自身的工作动力（26.01±5.61）分、工作
中有清晰的目标并伴时间感的改变（27.41±5.53）分、
行动与意识融合并了解工作进程（22.40±4.64）分、自
己能够控制工作任务（26.62±5.23）分、专注于当前

的任务 （17.70±3.81）分 、自己能够控制工作任务
（26.60±5.25）分；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体验能够激
发自身的工作动力（4.31±0.57）分、工作中有清晰的
目标并伴时间感的改变（4.62±0.36）分、行动与意识
融合，了解工作进程（4.52±0.28）分、自己能够控制工
作任务（4.41±0.30）分、专注于当前的任务（4.41±0.43）
分；得分最高的条目是“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有强
烈的责任感”（4.91±0.57）分；得分最低的条目是“工
作的时候，我会避免干扰，完全专注自己的任务”
（3.91±0.87）分。
2.3 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分情况 本组护士工作满
意度总分（120.43±3.21）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管理
（23.07±4.82）分、工作负荷（22.36±4.81）分、与同事
关系（17.35±3.21）分、工作本身（14.60±3.90）分、工
资及福利（11.21±3.34）分、个人成长及发展（12.67±
2.86）分 、工作被认可 （13.24±2.82）分 、家庭/工作
的平衡（6.51±1.97）分；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管理
（3.36±0.75）分、工作负荷（3.10±0.29）分、与同事关
系（3.41±0.60）分、工作本身（3.06±0.44）分、工资及
福利 （2.92±0.52）分 、个人成长及发展 （3.17±0.25）
分 、工作被认可 （3.26±0.34）分 、家庭/工作的平衡
（2.82±0.26）分。
2.4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分
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护士工作沉浸体
验与护士工作满意度总分呈一定正相关 （r=0.395，
P＜0.001）， 与护士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得分呈密切正
相关（r=0.434～0.518，P＜0.05）。 见表 1。

表 1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与工作满意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n=213）
工作沉浸 体验能够激发 工作中有清晰的目标 行动与意识融合， 自己能够控制 专注于当

项目 体验总分 自身的工作动力 并伴时间感的改变 了解工作进程 工作任务 前的任务
r P r P r P r P r P r P

工作满意度总分 0.395 ＜0.001 0.287 ＜0.001 0.372 0.045 0.476 ＜0.001 0.525 0.004 0.481 ＜0.001
管理 0.485 0.013 0.542 0.021 0.324 0.067 0.417 0.001 0.544 0.001 0.461 0.009
工作负荷 0.489 0.024 0.547 0.019 0.349 0.034 0.429 ＜0.001 0.533 0.043 0.445 0.033
与同事关系 0.473 0.047 0.442 ＜0.001 0.386 0.027 0.457 0.007 0.500 0.051 0.459 ＜0.001
工作本身 0.434 0.001 0.522 0.002 0.377 0.003 0.267 0.022 0.453 0.001 0.412 0.010
工作被认可 0.518 0.038 0.543 0.010 0.409 ＜0.001 0.511 ＜0.001 0.522 0.001 0.461 0.029
个人成长及发展 0.486 ＜0.001 0.507 0.028 0.380 0.009 0.389 0.067 0.525 0.036 0.497 ＜0.001
工资及福利 0.516 0.019 0.575 0.032 0.365 0.021 0.436 0.001 0.582 0.077 0.467 0.001
家庭/工作平衡 0.480 0.011 0.571 0.020 0.352 0.042 0.382 0.067 0.510 0.001 0.441 ＜0.001

3 讨论
3.1 本组护士工作沉浸感得分处于较高水平 本
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沉浸感总分（120.62±4.90）
分，与量表总分中位数 81 分相比，处于较高水平，

稍低于夏燕萍等对护士工作沉浸感的研究结果
[（144.2±16.2）分][15]。可能与调查对象不同有关，夏燕
萍等调查的是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护士， 急诊科护
士承担着全院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工作，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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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瞬息万变的病情变化， 要求护士更加专注于工
作，从而保证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

得分最低的维度是体验能够激发自身的工作
动力（4.31±0.57）分，究其原因：本组调查对象均来自
三级甲等医院， 三甲医院对护士的工作能力提出更
高的要求， 不仅护理工作压力大， 且培训学习也较
多。护士在繁重护理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一定程度上
磨灭了对工作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往往无
法在工作中激发自身工作活力和动力。 建议护理管
理者依据护士的学历、工作年限、护理工作能力等方
面对护士进行分层级管理， 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提高护理培训的效果；同时，重视护理人员心理
干预，适时给予帮助支持，不断激发护士工作动力
和积极性，让行动与工作融合。得分最低的条目“工
作的时候， 我会避免干扰， 完全专注自己的任务”
（3.91±0.87）分，属于专注于当前的任务维度。究其原
因，可能与护理工作具备灵活性、复杂性、高风险性
等特点，护士工作容易受到护士同事、设备等多方
面因素干扰，而导致注意力不集中、不能专心工作
有关。 建议护理管理者建立护理干扰事件登记本，
收集护理相关干扰事件的信息，运用鱼骨图、帕累
托图等科学化管理工具，进行原因分析，不断优化
工作流程；开展情景模拟培训，还原护理工作干扰
事件，设置情景模拟场景，传授实践应对技巧，提升
护理干扰事件的识别处理能力， 加强对低年资护
士专注力培养，科学排班、弹性调配，提高其应对能
力。
3.2 本组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分处于较高水平 本
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满意度总分为（120.43±3.21）
分，与量表总分中位数 80分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与胡
静超、 曹颖等对护士工作满意度研究结果一致[13，16]。
说明护士对工作满意度较满意。究其原因，本组调查
对象中 66.7%工作年限＜5 年、64.3%职称为护士，处
于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对工作充满热情与期待，对
于护理工作中的进步容易感到满足， 因此工作满意
度较高。 得分较低的维度是家庭/工作的平衡，维度
条目均分为（2.82±0.26）分。 可能与本组研究对象均
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需承担家务、育儿等任务。 此
外， 护士班次的特殊性 （频繁夜班、 周末节假日值
班）， 使得护士很难在时间和精力上兼顾家庭和工
作。 有文献报道：护士家庭工作冲突处于较高水平，
工作家庭的角色冲突可降低工作满意度[17]。 建议护
理管理者多开展家庭平衡指导， 促进已婚护士更好

地和谐婚姻关系；收集托儿所、保姆、育婴师等联系
方式，给护士在养育小孩、赡养老人方面提供更多的
支持帮助；定期组织家属联谊会，增进家庭成员对护
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缓解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冲突。
3.3 本组护士工作沉浸感与工作满意度总分呈一
定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 护士工作沉浸感与工
作满意度总分呈一定正相关 （r=0.315，P＜0.001），即
护士工作沉浸体验程度越高，工作满意度水平越高。
究其原因，护士工作沉浸体验与积极的情绪相关，高
沉浸体验者具有更高的警觉、幸福、卷入和兴奋等状
态[18]。 工作沉浸中专注和享受 2个维度，对工作后的
活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9]。 护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中，会忘却了自身烦恼、身体不适、工作倦怠感等，完
全沉浸于护理工作中，并从中感受到护理工作带来
的快乐和幸福。 同时，由于护士沉浸于护理工作中，
能够更加高效的完成护理工作，提高自身护理工作
质量，从而感受到护理管理者对于自己工作的肯定，
患者对于工作成果和价值的认可，增加了护士职业
认同感和荣誉感，提升了护士工作成就感，使护士产
生积极的情绪，从而提高了护理工作满意度。 建议
护理管理者在日常管理中，落实绩效考核和岗位管
理制度，善于激励管理，完善薪酬分配制度，提高护
士工作积极性；布置工作时，让护士清晰的明确工作
目标，提高护士工作执行力，从而使其更好地完成工
作；充分评估和了解护士的能力，将合适的工作分配
至合适的人，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为护士提供
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加强对护理干扰的管理，如：
可实施标准化警示提醒、对干扰过程监测控制、优化
工作流程、开展注意力训练等方法，降低护士干扰影
响因素，减少护理干扰事件发生，提高护士工作的专
注力，从而提高护士工作沉浸体验，提升护理工作满
意度。

综上所述，本组护士沉浸体验和护士工作满意
度均处于较高水平， 护士工作沉浸感与工作满意度
呈一定正相关。 护理管理者应充分认识护士工作沉
浸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
从而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本研
究的不足之处在于， 只调查了该院部分护理人员的
工作沉浸感和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性，样本量较少，有
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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