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护 理 学 报 December，2019
第 26 卷 第 23 期 Journal of Nursing（China） Vol.26 No.23

【调查研究】

成就动机在护士自我效能感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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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a.急诊科；b.血透中心；c.眼科门诊，湖北 武汉 430030）

[摘 要] 目的 探讨护士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制定提升其创新能力培养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2018 年 12 月将我院科室按照 14 名总护士长分管的片区进行分层， 每个片区随机选取 15%共计 550 名护

士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成就动机量表和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对其进行调查。 结果 本组护士自

我效能感总分为（33.16±5.44）分，成就动机总分为（12.50±5.48）分，创新能力总分为（109.57±18.97）分；本组护士自我效能感与成就

动机、创新能力总分呈正相关（r=0.744，0.511；P＜0.01），创新能力总分与成就动机总分呈正相关（r=0.592，P＜0.01）；成就动机在自我

效能感和创新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176，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7.76%。结论 本组护士自我效能感及成就动机

总分处于较高水平，创新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总分均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既可以直接影响护理

人员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成就动机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新能力。 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可激发护理人员创新

行为，提升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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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的发展依赖于创新型护理人才， 护士
创新能力是驱动护理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
对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1 ]。 自我效能感
是个体对自我行为能力的认知和评价[ 2 ]，反映了个体
面对当下挑战的一种信念； 成就动机是指在成就需
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力求达到成功的内在驱动
力，是个体激励自我成就感和上进心的心理机制，是
决定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3 ]。 目前自我
效能感与成就动机之间的研究较多 [4-5]，但自我效能
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探讨甚少。本研
究拟探讨自我效能感、 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三者之
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以期为护理人员创新能力的
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2018 年 12 月
将我院科室按照 14 名总护士长分管的片区进行分
层，每个片区随机选取 15%的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临床科室在职护理人员，有护士执业证
书，工作时间≥1 年；（2）自愿参与本研究；（3）既往
无精神类疾病史。排除标准：病假、产假、退休、返聘、
进修人员， 以及休完病产假重新回到临床岗位不足

1个月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行编制，包括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称、工作年限、科室、岗位、职务、
是否是专科护士、发表论文及专利情况。
1.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 由德国 Ralf等[ 6 ]于 1981年编制，中文
版由张建新等 [ 7 ]翻译，王才康等 [ 8 ]于 2001 年用于评
估中国大陆学生，量表总 Cronbach α系数为 0.87，重
测信度为 0.83。 2017年张翠娣[ 9 ]等将此量表用于护
士群体的研究。该量表为单维度，包括 10个条目，均
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正确～完全正确分
别赋值为 1～4分。 总分为 10～40 分，分数越高，说明
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越强。评价标准：总分 10～20分为
低水平自我效能，21～30 分为中水平，31～40 分为高
水平[10]。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0.681。
1.2.3 成就动机量表 由挪威心理学家 Gjesme 和
Nygard 于 1970 年编制， 中文版由叶仁敏和 Hegtvet
于 1988 年合作译制，并于 1992 年进行了修订[11]，用
于评估大学生和中学生，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83
和 0.84。 2015 年刘世卿等 [12]将此量表应用于护士
群体。 该量表包括追求成功的动机（15 个条目）和
避免失败的动机（15 个条目），共 2 个维度 30 个条
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完全符
合分别赋值为 1～4 分。 成就动机总分＝追求成功的
动机得分-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得分越高其成就
动机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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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临床护理人员创新能力评价量表 由鄢建
军[13]等于 2018年编制，用于评价护理人员的创新能力，
量表总 Cronbach α系数为 0.938，4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5～0.876；量表总重测信度系数为 0.675，
各维度重测信度为 0.613～0.707；量表内容效度指数
为 0.943，各条目内容效度指数为 0.818～1.000。 该
量表包括创新主体（10 个条目）、创新经历（10 个条
目）、创新环境/压力（10 个条目）、创新产出（11 个条
目），共 4 个维度 41 个条目。 均采用 Likert 5 级计
分法，护士根据自我的真实感受进行评分，根据符合
程度从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 1～5 分。 总
分 41～205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士的创新能力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65。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采用
问卷星调查平台形成电子问卷（https://www.wjx.cn/
wjx/design/previewq.aspx?activity=34080107&s=1），并
将生成的二维码发给各科室护士长， 由其转发给科
室抽取的护士。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解释研究目的、
意义及问卷填写方法， 获得受试对象的知情同意后
由其匿名填写，全部填写后方可提交问卷。剔除所有
条目选项相同的问卷。共回收问卷 558份，其中有效
问卷 550份，有效回收率为 98.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分析数据， 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S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构成比描述，护理人员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
和创新能力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采
用 AMOS 22.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效应，
并采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 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550 名护士，年龄（31.57±5.89）岁，
其中男性 25 名（4.5%），女性 525 名（95.5%）；受教育
程度多为为本科及以上，486 名（88.4%）；职称：主任
护师 2 名（0.4%），副主任护师 10 名（1.8%），主管护
师 192 名（34.9%），护师 196 名（35.6%），护士 150 名
（27.2%）；工作年限：1～5 年 172 名（31.2%），6～10 年
177 名（32.2%），11～20 年的 179 名（32.6%），＞20 年
的 22 名（4.0%）；护士岗位：N1 级 79 名（14.4%），N2
级 126 名（22.9%），N3 级 185 名（33.6%），N4 级 132
名（24.0%），临床护理专家 2 名（0.4%），护理管理岗
26 名（4.7%）；专科护士 217 名（39.3%）；发表过专利
的 17名（3.1%）；发表过论文的护士 350 名（63.6%），
其中 41名（7.5%）发表论文≥5篇。
2.2 护士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评价得
分情况 本组护士自我效能感总分为 （33.16±5.44）
分；成就动机总分为（12.50±5.48）分，其中追求成功
的动机得分为（53.16±8.0）分，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为
（43.25±8.2）分；创新能力评价总分为（109.57±18.97）
分，其中创新主体（34.25±6.39）分，创新经历（35.50±
6.43）分，创新环境 /压力（35.03±6.60）分，创新产出
（36.77±7.73）分。
2.3 护士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相关性
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本组护士自我效
能感与成就动机总分呈正相关（r=0.744，P＜0.01），与
创新能力总分呈正相关（r=0.511，P＜0.01），创新能力
总分与成就动机总分呈正相关（r=0.592，P＜0.01）。见
表 1。

表 1 护士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的相关性分析（n=550，r）
项目 自我效能感总分 成就动机总分 创新能力总分 创新主体 创新经历 创新压力 创新产出

自我效能感总分 1 - - - - - -
成就动机总分 0.744** 1 - - - - -
创新能力总分 0.511** 0.592** 1 - - - -
创新主体 0.450** 0.511** 0.882** 1 - - -
创新经历 0.481** 0.552** 0.920** 0.810** 1 - -
创新压力 0.462** 0.531** 0.932** 0.783** 0.852** 1 -
创新产出 0.422** 0.521** 0.843 0.581** 0.671** 0.710** 1
注：** 表示 P＜0.01

2.4 成就动机在护士自我效能感与创新能力间的
中介效应分析 以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 创新能力
为因变量，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建立假设模型并进
行中介效应分析。 拟合具体结果为，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1.840， 拟合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0.960，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0.947，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0.983， 增量拟合指数 （Incremental
Fit Index，IFI）=0.983，Tucker-Lewis 指数 （Tucker-
Lewis Index,TLI）=0.979，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0.039。 模型
的各项指标拟合均良好，说明模型比较理想[14]。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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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介模型的作用效应（标准化）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自我效能感 创新能力 0.460 0.176 0.634
自我效能感 成就动机 0.490 - 0.490
成就动机 创新能力 0.355 - 0.355

模型提示， 自我效能感对成就动机和创新能
力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460，0.490；均 P＜0.01），
成就动机对创新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 （β=0.355，P＜
0.01），成就动机在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能力中间有正
向中介作用（β=0.176，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 27.76%。 见表 2。

3 讨论
3.1 本组护士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处于较高水
平，创新能力处于较低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组
护士自我效能感得分为（33.16±5.44）分，根据评价标
准[10]，处于高水平。 究其原因，可能与本组调查对象
工作年限≥6 年居多（332 名，占 60.4%）以及我院的
磁性管理有关。 工作年限≥6 年的护士工作状态相
对稳定，且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
在心理上更认同本职工作，热爱本职工作，忠诚本职
工作，并在行为上给予执着的追求[15]。

本组护士成就动机得分为（12.50±5.48）分，追求
成功的动机得分高于避免失败的动机得分， 说明本
组护理人员对于追求成功具有高的期望， 对于失败
的顾虑和担忧较弱，积极的成就动机比较高。究其原
因，可能与本组护士 88.4%学历为本科及以上，以及
我院对于护理人员多种渠道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措施
有关。学历高的护士历经各种考试，成功的经历相对
较多， 因而对本学科的发展以及新事物的出现正向

期望较高，失败顾虑相对较少。我院对于护理人员的
人才培养以及激励措施主要有：共享治理、国内外进
修学习、国家级及省级专科护士培训、脱产英语专项
培训、设立专门教学督导岗位及科研岗位、每年评选
10 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
关激发了护士对事业成功的渴望， 激励他们不断前
进。 本组护理人员创新能力总分为 （109.57±18.97）
分，与总分中间值 126 分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与李
靖[16]的研究结果相近。 究其原因，可能与本组护士参
与创新活动不多、 参加过创新相关培训和教育的较
少， 以及目前缺乏护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环境有
关[17]。 本组护士发表过专利的仅占 3.10%，创新经历
不足， 事实上大部分护士仍以完成常规护理工作为
主， 缺少对日常临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和
创新，这也与方红等[18]的报道相一致。
3.2 本组护士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与创新能力均
呈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 本组护理人员自我效
能感与创新能力呈密切正相关（r=0.511，P<0.01），即
护士的自我效能越强，其创新能力越强。 究其原因，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应对当前挑战的一种信念，能
够建立清晰准确而又具体的目标， 并且直接有力的
影响个体的自主决策， 而护理人员作为推动护理事
业的主力军， 自我效能感可以增强其自身创新能力
的主观信念， 势必会影响创新活动的动力及效率。
本组护士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呈密切正相关
（r=0.744，P<0.01）， 成就动机对自我效能感有积极
的正向作用，可能是成就动机越强的护士，在面对工
作或任务时对圆满完成工作或任务的期望越强，越
能激发内心应对挑战的信念并作出行之有效的决

图 1 成就动机在护士自我效能感与创新能力间的中介效应模型（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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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因此提升成就动机可以促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本组护士的创新能力与成就动机呈正相关 （r=0.592，
P<0.01），成就动机对创新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 究
其原因，成就动机是指个体对于自己认定的目标愿
意努力去做，并将其变为现实的内在驱动力。 成就
动机比较强的护士，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确定的规
划，并能坚持不懈的不断努力，在面对创新领域时，
更能意识到其在护理专业发展中的价值， 更愿意为
之付出努力，更能促进个体的创新能力。
3.3 成就动机在护士的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能力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成就动机在护
士的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能力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7.76%，提示自我效能感可以直
接影响创新能力，也可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来间
接影响创新能力。究其原因：（1）自我效能感是个体面
对环境挑战的一种信念，它的自我知觉影响人们的行
为选择， 决定人们行为活动的努力程度和坚持性，还
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情感反应方式[12]。 自我效能
感强的护理人员， 对护理学科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可以自信并较好地解决遇到的问题；自我效能得分高
的护士，有着明确而持久的目标和强烈达成目标的愿
望，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持之以恒地在临床护理工作
中进行学习、探求和变革，因而其创新能力较高。 （2）
成就动机反映的是个体对一种与特定情景有关的正
向或负向的期望[14]，它决定了个人的努力方向和努力
程度。 成就动机既对创新能力有直接正效应，还可以
作为自我效能感影响创新能力的中介变量， 换言之，
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能力所起的正向预测作用包括了
成就动机的调节作用。 成就动机强的护理人员，可能
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当其在临床工作中遇到困难
时，敢于面对、勇于尝试，能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创
新，寻求改变目前的现况的解决方法，将创新想法变
为现实，并提升其自身的创新能力。

建议采用适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 为个体提供
互动和发展的机会 [19]，例如：建立护理创新团队，有
积极创新意愿或创新能力较高的护士加入其中，从
一个团队慢慢推广到整个医院的全体护士， 营造创
新的氛围；设置专门的创新课程，定期开展系统的培
训，让护士了解掌握更多相关的知识，提升其创新方
面的素养；将创新纳入护理的绩效考核，对于创新方
面表现突出或有成效的护士可给予额外加分， 提供
一些进修学习以及职称晋升方面的倾斜政策； 对于
护士提出的好的创新点， 可以组织专门的团队帮助
其规划并提出可行性意见，达到鼓励护理人员创新、
提高其能力的目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为单中心研究，其结果

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有待今后开展多中心、前瞻性
的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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