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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心理辅导对促进护理本科实习生

心理弹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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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特异性心理辅导对促进本科护理实习学生心理弹性的应用效果。方法收集自愿参与本研究的本

科在岗实习护理学生80例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学生给予常规课程与技能培训，实验组学生则加施特异性心理辅导，比较

2组学生干预前后工作压力评分、社会支持评分、心理症状评分与心理弹性评分。结果 实验组学生干预后护理专业及工作、

工作量及时间分配、工作环境及资源、患者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工作压力总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

对、恐怖、偏执与精神病性评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坚韧、自强、

乐观与心理弹性总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特异性心理辅导对促进护理本科实习生心理弹性的

应用效果显著，借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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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ffect of specific psychological guidance in improving

mental elasticity of intern undergraduates．Methods A total of 80 nursing interns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with regular courses and skills training，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psycho-

logical guidance．Working pressure score，social support score，psychological symptoms score and

mental elasticity scor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

tion，nursing and work，workload and time allocation，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pa-

tient care，management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stress score，somatizat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epression，anxiety，hostility between terror，paranoia and psychosis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upport，support utiliza—

tion，social support，firm，self-reliance，optimism and total scores of mental elasticity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 1)．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nursing undergraduates is remarkable，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psychological counseling；interns；psychological symptoms；mental elasticity

心理弹性泛指面对压力之后的个体调节与适 应能力，是护理行业中评价高素质与能力的指标

收稿日期：2016—11—10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150052)

通信作者：杨苓，E—mail：1131999762@qq．corn

万方数据



第4期 邓力等：特异性心理辅导对促进护理本科实习生心理弹性的探究 ．75．

之一，受压力来源、社会支持与个人心境等因素的

影响，与护理质量高低直接相关-l J。护理本科学

生刚步入实习阶段，高压力与高强度的工作量使

其心理弹性受到影响，故而予以针对与特异性的

心理辅导尤为重要。为探讨特异性心理辅导对促

进护理本科实习生心理弹性的应用效果，将我校

80例学生进行前瞻陛观察，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_2015年入选的80例自愿参

与本研究的本科在岗实习护理学生随机分为2

组，每组40例。纳入标准：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0．5年。同时排除心』：进修或离岗学生；意识障

碍学生；合并身心疾病或精神病学生等。其中，

实验组年龄19～22岁，平均年龄(20．5±0．6)

岁，实习时间0．1～0．9年，平均工作时问(0．4±

0．2)年，独生子女25例，非独生子女15例。对照

组年龄19～23岁，平均年龄为(20．6 4-0．7)岁，

工作时问0．1～0．8年，实习时间(0．5±0．1)年，

独生子女23例，非独生子女17例。本研究2组

学生的年龄、工作时间与独生子女情况等一般情

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课程与技能培训，即专业知

识授课、基础技能指导与查房指导等，实验组则加

施特异性心理辅导。

1．2．1模式建立：科室建立心理辅导小组，由护

士长担任行动组长与负责人；申请经费投入，完

善硬件设备，秉承以人为本的基础，注重实现每个

护理人员的自我价值，开始重视护理小组人员心

理健康，采用一对一对话的方式进行辅导。

1．2．2观念引导：以讲座的形式树立组内人员正

常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正视护患关系，培养其在原

则与是非问题上的辩证思维，接受社会消极面，发

挥其长处，不刻意比较组员之间的优劣；定期公

开表扬与奖励优秀工作者，提高人员积极度，并对

表现欠佳的人员进行单独谈话，缓和其不良情绪，

予以足够鼓励等。

1．2．3 弹性训练：建立院部一护理部一心理辅导室．

科室护士长为体系的人员配备，形成“发现一鉴别．

干预”的干预链条，采用“聚焦解决模式”。①描

述问题：接受辅导的护理人员描述自身压力，并回

答如何坚持与用何种方法缓解压力等；②探讨

目标：针对其回答的问题，假设得以解决后的心境

与体会，比较与现阶段未解决的区别，并自己提出

改进方案，以其作为目标进行调整；③探查例

外：阐述以往经历的并处理的事件，考虑以其模式

是否可以解决现问题；④反馈：综合以上问题，

总结该人员的心理问题，通过鼓励予以反馈，并使

其完成预定的目标。

1．3检测方法

工作压力采用《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3 o进

行测定，共包含5个维度，35个题目，每个题目i

～4分，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的工作压力越大；

社会支持采用肖水源学者设计的《社会支持评价

量表》。4o进行测定，共包含3个维度，10个题目，

每个题目1～4分，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社会支持

越高；心理症状采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进行测定，剔除“其他”维度后共包含9

个维度，83个题目，每个题目1～5分，分数越高

代表该维度的心理症状越严重；心理弹性采用

Connor编制的《心理弹性量表》¨o进行测定，共包

含3个维度，25个题目，每个题目1～4分，分数

越高代表该维度的心理弹性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l9．0软件分析全部数据，计量资料

以(戈4-s)表示，干预前后工作压力评分、社会支持

评分、心理症状评分与心理弹性评分的比较采用t

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干预前后工作压力评分比较

实验组干预后护理专业及工作、工作量及时

间分配、工作环境及资源、患者护理、管理及人际

关系与工作压力总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 2组干预前后社会支持评分比较

实验组干预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

度与社会支持总分组问比较均显著性高于对照

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2。

2．3 2组干预前后心理症状评分比较

实验组学生干预后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

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与精神病性评分

组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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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组学生干预前后工作压力评分(x±s) 分

组别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护理专业及工作 20．42±4．08 11．31±2．27‘8 20．65±4．19 19．82±4．27

工作量及时间分配

工作环境及资源

患者护理

管理及人际关系

11．43±2．38

8．24±1．77

32．73±6．27

20．73±8．07

5．25±1．04+8

4．55±1．06+8

16．78±6．03
4 8

11．04±4．25+8

11．56±2．44

8．16±1．80

32．50±6．52

20．65±8．18

11．05±2．08

8．0l± 1．75

31．78±6．62

20．30±8．32

总分 93．52±9．27 48．86±7．14+8 93．72±9．56 91．95±10．55

与对照组比较，}{P<0．01。

表2 2组学生干预前后社会支持评分(i±s) 分

组别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

客观支持 3．25±0．47 7．34±2．47— 3．05±0．56 5．40±1．83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5．71±2．40

2．27±O．60

10．01±3．54++

7．03±1．67
8+

5．43±2．34

2．15±0．73

7．70±2．68

4．13±1．19

总分 11．43士1．76 24．34±4．13
4+

11．19±1．62 17．28±2．87

与对照组比较，女十P<0．01。

表3 2组学生干预前后心理症状评分(；±s) 分

组别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躯体化 47．25±6．18 22．45-+4．97+4 47．21±6．22 31．48±5．73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37．86±6．Ol

38．22±6．20

48．30±10．23

29．34±7．79

15．01±4．76

20．45±5．24

14．20±3．37

16．41±5．03+8

17．1l±5．23+4

16．53±9．73+8

13．22±7．05
4+

6．20±2．25
4 4

9．98±2．63
4 4

6．01±2．17
4+

37．67±6．】5

38．30±6．25

49．05±9．86

30．15±7．93

15．26±4．21

20．34±5．61

14．29±3．54

23．75士5．56

25．04±5．63

28．35±10．07

20．78±8．12

9．32土2．86

14．40±2．37

9．10±2．26

精神病性 21．89±5．03 10．09±2．70
8 8

22．03±5．16 16．24±2．98

与对照组比较，$}P<O．01。

2．4 2组学生干预前后心理弹性评分比较

实验组干预后坚韧、自强、乐观与心理弹性总

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

异(P<0．01)，见表4。

表4 2组干预前后心理弹性评分f五±s) 分

组别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坚韧 26．45±7．08 48．46±9．77++ 26．62±7．23 35．72±7．87

自强 17．28±5．34 28．11±6．80 17．08±5．21 24．66±6．08

乐观 7．12±1．30 14．52±4．03
4 4

7．01±1．19 10．39±2．36

总分 51．15±10．64 91．78±13．93。+ 50．89±9．98 70．42±10．17

与对照组比较，$$P<0．01。

3讨论

随着“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不断发

展，临床上对护理服务的标准进行了重新的审查

与定位，已不再局限于执行医嘱，并要求提供更深

层次的护理服务。护理人员日常工作量较大，处

于高工作压力环境，易导致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高

负荷，久而久之可引发工作倦怠，降低了护理服务

质量，因此注重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十分重

要。0。。心理弹性是护理人员均具备的能力之～，

是协助其调节生理与心理的重要因素，受压力来

源、社会支持与个人心境等因素的影响，直接影响

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因此常作为切人点在临床

上得以应用与研究。心理弹性最早是针对儿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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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领域而研究，Anthony研究’7 o指出，在对人选研

究儿童进行跟踪研究发现，部分儿童出现不同程

度的心理干扰，而大多数儿童仍处于正常水平，背

离了传统观念。

近些年国内心理弹性引人护理科学领域，提

出护理人员长期处于压力状态而对其身心均造成

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急诊科与儿科的护理人员，

现象最为明显。护理本科实习生是护理人员中较

为特殊的群体，具有资历浅、工作经验少、抗压能

力弱与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等特点，长期处于高强

度工作后更易出现倦怠现象，因此需要临床上重

点注意坤卅J。研究。10‘11 o提出，心理弹性的内涵涉

及保护与危险因子，保护因素多来自个体、家庭与

家庭外因素，而危险因素却包罗万象。工作压力

与心理症状作为心理弹性的危险性因素影响个体

的弹性韧度，因此如何将压力转变为动力，调节心

理问题是目前临床上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中实验

组学生干预后护理专业及工作、工作量及时间分

配、工作环境及资源、患者护理、管理及人际关系、

工作压力总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充

分说明通过心理辅导，使本科实习生充分认识到

自身的问题，调节心理失衡，并正视日常工作，提

高其对于压力承受的阈值，因此在心理层面接受

所谓的压力。

心理症状作为心理弹性又一危险因素严重影

响护理人员的日常工作效率，加重压力与负担，甚

至产生抵触与逆反心理，恶化压力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形成恶性循环。12‘13I。本研究中实验组学生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与精神病性评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

对照组，充分说明通过心理辅导，使本科实习生充

分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调节心理失衡，改善心理症

状，间接缓解压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4一“。

而社会支持因素作为保护性因素应予以足够

的重视，因此适当的心理辅导与心理弹性训练则

显得尤为重要。刘军等学者对汾川灾区学生的心

理弹性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心理弹性的培

训中至关重要。而压力共分为生理性、心理性、文

化、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在心理领域中具有深远的

意义口6—7I。本研究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

用度、社会支持总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高于对照

组，充分说明心理辅导使本科实习生得到更多人

文化的关注与支持，使其更有信心面对工作压力，

从而获得更好的培训，以提高心理弹性，强化内

心‘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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