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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是角色认同的

一种形式，也是发展社会化的关键，指个体对职业角色

的价值与信念接受并肯定的动态建构的过程［1］。护生

作为护士的职业接班人，临床实践是其内化护士角

色形成职业认同的关键期，护生通过对临床护士职

业角色规范及要求的识别和获得来发展职业认

同。本科护生对临床实践期望较高，更易产生角色

转型冲击、角色冲突、角色模糊等角色压力。当护

生对护士的角色、职责和必要的能力缺乏明确认

知，会产生职业价值无力感，难以形成对护士职业

的归属感和忠诚感，引发护生职业认同危机，可能

会导致其放弃护士职业，造成护理教育资源的浪

费。目前我国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仍存在护士队

伍数量相对不足、护理服务内涵不足等问题［2］，而本

科护生是未来护士的后备军，探索其职业认同形成

过程对新时代护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职业认同具有“过程”属性，是指个体从经历中

逐渐发展、确认角色的过程，与过程性角色理论的

内涵一致。过程性角色理论（process role theory）是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其核心观点是认为个体角色的形成是在角色期望

（role expectation）、角色领悟（role apperception）、角

色实践（role practice）三阶段中与他人互动进行的动

态角色扮演过程［3］。最终，个体在角色实践的过程

中又会产生新的角色期望，形成新的角色认同建构

循环［4］。目前，过程性角色理论已被运用到校园霸

凌者、女性照顾者、辅导员等角色研究中，但较少有

针对护生职业角色形成过程的研究。同时，质性研

究可以更深入探索护生临床职业角色认同的阻碍

和促进因素，以及动态发展过程［5］。构建本土化的

护生职业认同发展过程能够更好地为中国护理教

育提供借鉴。本研究尝试运用过程性角色理论，在

角色期望、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三阶段的视角下，

结构化地探索我国本科护生职业认同形成过程，为

本土化护生职业认同教育提供借鉴。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2年 4—5月以两所医学院校（安

徽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实习结束的在校

护生作为访谈对象。目的抽样中的最大差异抽样

策略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丰富的信息以探索不同

条件下产生的共同模式，避免因抽样过窄产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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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因此，以性别、年龄、独生子女、生源地、报考

志愿、实习地点、实习时间、护理榜样及毕业方向为

差异变量，较全面探索实习护生群体临床职业认同

的面貌，丰富理论模型内容。纳入标准：①本科护

生；②实习结束；③语言沟通无障碍，自愿参与本项

研究。剔除标准为自我防御力过强。访谈人数以

演绎主题饱和为标准，即在理论基础上对材料进

行编码处理，直到不再涌现新编码或新主题。访

谈过程中有 3位访谈对象产生较强的自我防御机

制（如搪塞、闲聊、饶舌、抱怨），导致研究者无法获

得有效信息，未纳入最终结果。在第 11位访谈对

象访谈结束后主题已经趋于饱和，为了进一步确

认主题，研究者再次追加抽样，最终纳入 14名访谈

对象。14名访谈对象年龄集中在 21~23岁，其中

男生 4人，女生 10人；独生子女 5人，非独生子女 9
人；农村生源 8人，城市生源 6人；在专业选择上，

有 8人是自己选择的护理专业，3人为他人帮选，3
人为调剂；实习时间为 8~10个月的有 6人，大于 10
个月的有 8人；毕业方向有 6人选择工作（5人为护

理职业，1人为非护理职业），8人选择读研或考研

（7人选择护理专业，1人选择跨专业）；实习地点包

括合肥、上海、杭州、南京、中山、重庆、南昌。

二、研究方法

（一）拟定访谈提纲

角色的过程性包含角色的阶段性，是个体通过

不同阶段的角色认识加深角色理解［3］。因此，以临

床实习前、实习中、实习后三个时间段拟定访谈提

纲。经过文献研究，与心理学及具有质性研究经验

的相关专家商议确定提纲，进行半结构式预访谈，

研究小组进行讨论进一步完善访谈提纲。访谈提

纲包括：①角色期望，你为什么选择护理专业？实

习前你对临床实习有什么期望？你认为在他人眼

中的护士职业是怎样的？②角色领悟，实习过程中

你是如何理解护士角色的？实习过程中你对护理

职业有什么评价和想法？实习过程中印象深刻的

事情是什么？实习过程中护理榜样对你有什么影

响？实习过程中有什么收获？③角色实践，对于未

来所从事的护理职业你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实

习之后你对未来护士职业有什么新的期望？

（二）资料收集方法

质性访谈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访谈对象产生

情绪创伤、思想及行为异常等较为隐蔽的心理伤

害［6］。因此，访谈者进行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培训，避

免对访谈对象产生伤害，利于培养良好的访谈关系

进而获取有用信息。遵循“尊重”“善行”“公平”的

基本伦理原则，访谈前告知访谈对象研究目的、内

容及意义等，签署知情同意书，取得访谈对象同意，

为保护访谈对象隐私，皆以编号代表（F1~F10为女

性，M1~M4为男性）。研究者以学姐身份进行访谈，

并提前通过微信建立良好关系。访谈地点选择校

园内较为安静的开放性地点如湖边圆桌，并为访谈

对象准备零食饮品，提供轻松、自由、安全的访谈环

境，减少访谈对象产生阻抗行为。访谈过程中访谈

者通过保持价值中立、适时追问澄清、适时进行自

我暴露等访谈技巧，引发访谈对象共鸣，更深入探

索其内心世界。每次访谈时间平均保持在30~40分
钟，避免访谈时间过久导致访谈对象产生疲惫及阻

抗心理。访谈结束24小时内进行资料整理，对有疑

问的地方及时进行微信回访。最后为确保定向内

容分析的可信度，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编码工

作，与小组交流，确定最终主题。

（三）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 24小时内将访谈录音转化为访谈

资料，采用定向内容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定向内

容分析法是在理论框架的前提下验证或拓展概念框

架，聚焦研究问题，使分析更加结构化［7］。研究者在

角色建构三阶段模型的基础上，辅以Nvivo软件以定

向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结构性编码（表1）。具

体过程如下：①基于角色理论，形成角色期望、角色

领悟和角色实践三个阶段；②沉浸资料两天，整体

把握访谈资料内容；③归纳相似文本内容，并进行

初始编码；④从初始编码中归纳出子类别；⑤将子

类别纳入主类别。

阶段

角色期望

角色领悟

角色实践

初始编码

一个带教老师告诉我，来科室不是干活的，而是来学习的，要思考为什

么不同的患者会有不同的护理

我学护理的初心就是救死扶伤
患者对护士和医生的态度都不一样，这是很明显的大众现象

实习让我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要是喜欢就继续，不喜欢就赶紧离开
帮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入院评估、延续护理，和患者接触的时候，耐心听

他们的诉求，给予更多的关心

对于未来自己的职业规划，我还是会更倾向于护理教育工作，这也是我

一直以来的理想

子类别

护理榜样

帮助他人
群体比较

明确自我需求
专业实践

成为护理老师

主类别

他人期望

自我期望
职业价值

临床适应力
践行专业所学

新的角色期望

表 1 定向内容分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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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在过程性角色理论三阶段模型下，本科护生临

床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包括角色期望（自我期望、

他人期望）、角色领悟（职业价值、职业支持、临床适

应力、职业成长）、角色实践（参与者、旁观者）。其

在角色实践中形成新的角色期望，开始新一轮螺旋

上升的循环过程，具体见图1。

自我期望
他人期望

帮助他人

主人翁意识

学无止境

参与者

践行专业所学

维护职业形象

新的角色期望

旁观者

逃离

职业成长

临床适应力

职业支持

职业价值

认可

固化

职业认同

角色
期望

角色
领悟

角色
实践

图 1 职业认同循环模型

（一）角色期望

角色期望是对扮演角色的限制和要求，是个

体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预判，个体能否扮演好角

色取决于其是否实现角色期望［8］。角色期望中涉

及的关键人物包括自我、父母、朋友、患者及其家

属、护士、医生等，护生在自我与社会他者对护士

角色期望的推拉过程中，形成护生的基本职业角

色意识。

1. 自我期望

首先是帮助他人。护士的基本职责是帮助患

者增进健康、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减轻疼痛，“帮

助”体现了护士职业角色的基本属性，是实习护生

对护士角色品格的内化。比如，“可以救死扶伤，治

病救人，就觉得还不错。”（F2）“不管能帮到自己、周

围同学，还是家里人，就是还挺受益的。”（F6）“我长

大了，父母也老了，然后就可以帮助他们了，这种成

就感也会加强职业认同感。”（F10）
其次是主人翁意识。护生主人翁意识体现实

习护生对自我职业的积极期望，带着护士的角色要

求去实习，按照护士职业要求履行职责。“有些操作

我就主动问我可不可以做，老师就会教我做。”（F3）
“以前都是以患者的身份去的医院，但是这次是以

一名护士的身份去的。”（F7）“一个护士长夸奖我的

主人翁意识很好，虽然我只是实习护士，但是我把

自己当作医院的一员。”（F9）
最后是学无止境。护生在临床实习中认识到

自身知识的不足，并通过与临床不同人群的互动进

一步学习并巩固专业知识。“实习中我对营养支持

挺感兴趣的，希望读研以后可以有具体的了解。”

（F3）“在临床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知识还是没有学

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激励我去学习。”（F6）“实习的

时候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还很多，患者的很多看法

以及对操作的提议等，从中会获取很多有用的信

息。”（F9）
2. 他人期望

他人期望主要包括认可和固化两个部分，认可

主要来自护士和患者两个方面。临床护士是护生

职业角色内化的关键人物，护士通过对护生的引

导、鼓励、以身作则等发挥榜样的作用，成为对护生

的一种榜样期望。“临床老师会说这是一份很神圣

的职业，生死攸关的职业，要为生命负责。”（M1）“带

教老师告诉我，来科室不是干活的，而是来学习的，

要带着思考去干这些事情。”（M4）“有一个老师给我

印象很深，对我来说就是榜样，她真的是我们身边

的南丁格尔，很热爱这个行业，沟通技巧非常高，很

多患者都很喜欢她。”（F2）“在急救室有一个出了车

祸的患者，一直在吐，还很臭，但是老师一直在旁边

帮他擦拭，没有一丝嫌弃和不满，她真的就是在履

行职责。”（F3）“有一次我在消化内科给患者做健康

宣教，患者突然大出血，我当时非常慌张，老师说没

事，以后你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你看我们怎么做，慢

慢学习就好了。”（F7）
护士的职责是保护生命，减轻病痛，促进健康，

护士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患者，患者的认可对护生形

成职业认同也具有重要作用。“患者会给我写表扬

信，分水果给我吃，有些还会跟我聊天。”（F2）“一

个老奶奶得了癌症，但是对我们都是微笑着，经常

鼓励我要好好学习。”（F6）“患者会说我们刚进来

临床经验不足，就是需要他们这样‘乐于奉献’的

患者。”（F9）
但与此同时，在社会无意识的驱动下部分社会

大众对护士职业形象还存在学历低、只会打针发

药、专业化低、女性化等刻板印象，产生职业角色固

化，这种惰性认知是部分社会他者未能客观看待护

理职业发展的结果。“护士的工作表现出来的就是

打针发药，别人对这项工作的普遍认识就是你能做

的活别人都能干。”（M1）“人家经常说你不就是个小

护士嘛，多少带点轻蔑。网上会有一些言论，护士

不能娶，有人还会喊我服务员。”（F2）“大部分人会

觉得我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学历不高，但好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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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F3）“有些人会觉得小伙子干什么不好干这

个，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声音。”（M2）
（二）角色领悟

角色领悟是指角色扮演者对角色的认识和理

解［8］。在角色领悟中本科护生体会到了护士职业面

临的困境有职业价值被忽视、职业支持不足，以及

护生实习文化的适应问题。

1. 职业价值

护士的劳动付出和专业价值需要被看到，在与医

生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医院管理和社会评价存在重医

轻护的现象。“护士要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参加各

种会议，还有各种培训和考试，这些都是隐形的付出，

别人是看不到的。”（F9）“大家会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

好，医生很厉害。当我明确告诉他们我的专业是护理

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认为我就是医生。”（F10）
“护士工作中出现差错，再小的问题都是问题，也可以

轻轻松松地开除一个护士（叹气），但是对医生不是，

而且对我们的表扬只停留在口头。”（F2）“同样一件

事情别人会去怪护士做得不对，但是不会去指责医

生。”（F5）在与不同学历护生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医院

可能存在对本科护生的培养不足的现象。“专科生的

话还想着干护理，但是本科生好多想跳槽，不干护理

这一行。”（M1）“中专的比我们还强一点，很早就拿了

护士资格证，医院很喜欢低成本的人力。”（F2）“临床

老师比较喜欢专科生，因为他们的操作很厉害，我们

可能在思维上比较活跃。”（F4）
2. 职业支持

医院管理对护士群体的支持不足，造成公平缺

席的状态。“加班是护士的常态，加班是没有加班费

的，但是可以用来换时间，多出来的时间给你休息，

然后年末的时候归零。”（M1）“临床老师跟护理部

反映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感觉护士就是没人保护的孩子，自保也很难，也没

有法律来保护。”（F2）“新闻里说有一个护士新冠病

毒检测为阳性，医院还让护士继续上班，我感觉很

离谱。”（F8）
本科护生感受到来自社会他者对护士群体的

贬低、否定等，再次印证社会大众对护士的职业固

化。“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他说这个学校

挺好的，不要学护士，护士不管用。我男朋友让我

考研，考别的专业，他说护理专业以后只能当个‘破

护士’。”（F1）“大家都认同你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

做的事情是很有价值感的，但是我们的自我都被大

环境否定掉了。”（F2）“男护士进医院就是在急诊、

ICU这些科室，普通的科室不收男护士。一些医生

对护士的态度也很差。”（M2）
3. 临床适应力

临床适应力影响护生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职业

认知、行为表现和情绪，也会影响其在角色实践中

的行为表现。护生通过临床实践来明确自我需求，

“我去这个医院实习就是因为我想去一个比较累的

医院，提前适应护士职业。”（F8）“实习让我知道我

到底需要什么，要是喜欢就继续，不喜欢就赶紧离

开。”（F10）
适应良好的护生坚定自我选择，表达对护士职

业的认可，体现了护生坚韧的主体意识。“我学了四

年的护理了，就算其他人说护理又脏又累，我也不

会改变自己的方向。”（F7）“别人的评价并不会影响

到我的职业选择，我会听别人的意见，但是最终拍

板的还是我自己。”（F8）“现在觉得这个行业并没有

那么糟糕，你明确自己了，就不会受到别人影响

了。”（F10）“男生当护士其实就不好听一点，但是我

觉得没什么。”（M3）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护生适应不良，“由于我个

人身体的原因，如果按照实习的这个工作量的话，

我肯定撑不过三年。”（M1）“实习第一个月我就跨专

业考研了。实习太累了，刚开始会气哭，别人叫我

护士我都觉得是对我的侮辱。”（F2）“实习很累，都

跟辅导员哭了，后来又闹了一点矛盾，就提前结束

实习了。”（M2）“我每次上完夜班都胸痛，但是检查

也没啥问题，我不能干这个行业，总有一天我会倒

在急救室的。”（M4）
4. 职业成长

临床实践不仅锻炼了护生的临床操作能力，更

提升了护生的沟通、表达、学习、管理思维等能力。

“实习的收获应该就是人类的痛苦并不相通，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吧。”（F5）“熟悉了临床工作，掌握基

础的护理能力及思维，更加清楚地做出自己的职业

和人生规划。”（M2）“除了患者还有家属，比较考验

自己的沟通能力，人情世故也锻炼到了。”（F7）“我

对临床的恐惧没有一开始那么多了，习惯之后也是

能适应的，适应之后还是能从里面找到乐趣的。”

（F10）
（三）角色实践

角色实践是角色领悟的进一步发展，是其实际

行动中的角色，个体会创造出原来角色不具有的行

为规范，建设新的角色文化，形成新的角色期望［8］。

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护生最终形成了参与者和旁

观者两种职业认同结果。

1. 参与者

当护生开始像护士一样思考、感觉和表现时，

他们就会将临床思维与核心价值观结合在一起，成

为一名真正的护士。本科护生将护理专业知识、人

文关怀、护理操作、护理科研融合在一起践行专业

所学。“我们有一个科研指导老师，当时我一点思绪

都没有，但是老师很耐心地指导我。”（F3）“在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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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有个患者已经心搏骤停了，我参与进行心

肺复苏，后来他活过来了，我就感觉很欣慰，很自

豪。”（F5）“有一个患者想要艾灸，虽然在这个医院

没有进行过这些中医操作，但是我在学校里学过，

就决定帮助他，当时还挺自豪的。”（F7）“帮患者办

理入院手续、入院评估、延续护理，和患者接触的时

候，耐心听他们的诉求，给予他们更多关心。”（F9）
通过澄清职业身份、拒绝性别偏见、解释学科

发展来维护护士职业形象。“一个患者问男生也能

当护士呀，我说不能用一个性别来看待一个职业，

否则职业会发展不均衡。”（M1）“如果别人对这个职

业有歧视感的时候，我会站出来。”（F1）“有些患者

会问你们是哪个中专的还是大专的，我说我是四年

制，上的是大学。”（F3）“当患者把我叫作医生的时

候，我会明确告诉他我是护士。”（F10）
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职业期望、社会期

望以及实习文化期望。对于未来的职业期望，“工

作不出差错，做一名合格的专科护士。”（F3）“实习

的过程中发现护士的地位是由自己的专业实力决

定的，对于未来职业规划，我会更倾向于当一名护

理教师。”（F6）“我认为护理将会是一个热门专业，

我要继续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为以后

成为一名合格且优秀的护理工作人员奠定基础。”

（F9）对于减少社会偏见的期望，“重症室的老师很

厉害，他们对药物和临床症状都很了解，比那些工

作了两三年的医生都厉害，但是别人能看到的就

是门诊那些打针发药的护士，我希望社会对护理

这个职业少一点偏见，护士不是打针发药这么简

单的职业。”（M1）“我想改变护士的社会地位，我

觉得需要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的职业。”（F10）还

有改善实习文化的期望，“想改变临床老师所认为

的实习生就是来干活的观念，实习生不是理所应

当地被使用。”（F4）“我希望实习生以后可以不那

么累。夜班实习生就我一个，每天早上我一个人

要清理病区二十几个患者的尿袋、废液袋，还要自

己去拿血，真的很累。”（M3）“改善实习生的待遇

吧，如果有实习生的话，那么一个下午的患者生命

体征测量就都是他的活，大家都会说都是这样过

来的，难道向来如此就对吗？”（M4）
2. 旁观者

这部分人看到了护士的职业现实所以选择了

逃离，即对护士职业认同建构的失败，产生角色扮

演中断。职业认同的建构对某些护生来说是螺旋

上升的循环过程，对于另外一部分护生则是下降的

过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外界有很多因素会

把这个星星之火给吹灭了。中国的护理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就看谁会做那个勇者了，我当一个旁观

者希望护理好，我逃离了。”（F2）“我认可这个职业，

但是我不干这个职业（冷漠）。”（M4）
四、讨 论

本研究发现，本科护生在角色期望、角色领悟

和角色实践的三个阶段完成了临床职业认同的建

构过程，体现了护士职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护生主

体意识与社会结构抗衡的状态。在角色期望和角

色领悟阶段可以看出，本科护生职业认同形成过程

中的阻碍因素主要集中在角色固化、职业价值低、

职业支持不足，以社会他者——患者、社会舆论、医

院管理为主；而促进因素主要集中在护生的自我期

望、护理榜样，以及角色实践中自我的积极参与，以

个体的自我发展为主，形成社会他者与个体意识抗

衡的职业认同格局。护生成为护士的过程是在与

教师、同伴以及周围人的互动中，促进其对护士职

业角色的理解、适应、接纳并重塑的过程［9］。在互动

的过程中，个体需要从内部和外部的标准来验证和

校正角色，进而产生行为，行为的一致性是角色建

构成功的关键，而非服从社会规范的评价标准，也

即郝玉芳［10］认为的个体是主动参与到职业角色的

塑造过程，而非被动接受的过程，体现在本次访谈

对象从最初他人角色期望中的被动者转变为新一

轮角色期望中的主动者，积极参与塑造新时代护

士的职业角色，表现出护生的主体意识。护生会

带着这些新的期望继续护士的成长之路，螺旋上

升地循环构建护士的职业认同。但是同时我们也

应该意识到，尽管大部分护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护

士职业的建设中，但是结构性的压力可能会对个

体自主意识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导致个体处于结

构与主体的困境中，产生“自我决定”的悖论［11］。因

此，只有社会结构的改变才能为个体带来真正意义

上的改变。

同时，本科护生在内化护士职业角色的过程

中，面临学生角色与护士角色、实习生角色与护士

角色、护士传统角色与现代角色培养的三重角色困

境。护生临床实习的“累”，表面上看是被安排了低

于能力水平的工作、不合理的工作及超负荷的工作

等，忽视护生心理及权利进而压抑了护生角色潜能

产生的工作场所欺凌，但其实质可能与临床使用实

习生来缩减用工成本的现实有关［12-13］。内部与外部

的双重结构限制，可能难以满足新时代本科护生的

职业角色发展需要，导致部分本科护生逃离护士职

业。从访谈结果也可以看出，医院对本科护生存在

临床角色培养不足的现象。已有研究者认识到，护

生在医患矛盾中的调节作用，护生也是护理学校和

临床培训医院之间的桥梁［14-15］。因此，医院管理者

要认识到护生不仅兼具实习生和护士的双重角色，

还能在临床护理质量和学校合作中发挥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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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作用。相关单位应遵循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保障护生在实习期间的休息

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参加相关保险等权

利；对于上岗实习的护生，应当签订实习协议，给予

适当的劳动报酬；在临床实习管理中，进一步完善

实习护生角色管理，挖掘实习护生的临床角色价

值，丰富其临床实践活动，而非仅仅是简单、重复、

琐碎的临床操作活动。

尽管我国新时代护理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从访谈结果中可以看到护理职业的脆弱性：护理

属于性别隔离职业，而性别塑造社会分层，女性职

业价值被贬低，可能会导致部分用人单位发展出性

别用工成本差异效应，使女性处于弱势地位［16-17］；男

性的加入会导致其面临社会性别角色不一致产生

社会惩罚——贬损、回避和排斥［18］；在重医轻护的

社会背景下，护士在医疗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本

科护生与医生的比较侧面反映出护士职业“天花

板”效应；尽管高等教育中的护士是专业的、知识水

平高的，但媒体和公众对护士职业的看法还是落后

于护理学科的发展——学历低、专业化低等［19］；在

中国的父权文化中，依然存在“男性主导，女性辅

助”的性别固定模式，97%的女性为主体的护士群体

也在无声地遵循着这个模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导

致护士成为看不见的女性劳动者［20］。社会性别成

本、女性职业、“玻璃天花板”、传统角色固着、看不

见的劳动是社会结构与大众共谋的结果，产生社会

无意识中的职业固化，而这种职业固化的根源可能

与霸权结构的压迫导致护士在医疗系统中产生的

边缘地位有关［21］。在知识权力、市场权力、分工权

力、话语权力及性别权力等社会权力结构的束缚

下，导致医生对护士的权力使用，进而消除了护士

的专业性，使其被迫成为“软”技术劳动［22］。而在社

会权力结构的束缚下护士的专业价值得不到承认，

不仅会影响临床护理质量，还会影响护生的职业认

同，形成护士人才“培养—流失—培养”的恶性循

环。因此，改变护士职业结构是提升护生职业认同

的关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扩大护士的职业权

力，提高护士的职业独立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

士条例》已不适用于新时代护理事业的发展，应积

极出台护士法；在医院层面优化医护职业管理，注

重医护合作，而非主从关系，同时增加护理人员在

医院决策层参与决策的比重，提高护士群体话语

权；在社会层面通过网络媒体引导公众舆论，警惕

并避免男性视角的媒体报道，多关注护士专业价值

而非女性身份，客观表达护士群体的声音。

本科护生职业认同的形成是在历史与现实双

向维度下发生的过程性事件，尽管面临职业认同

阻碍，但是大部分护生还是积极主动参与到护士

职业角色的建构中。本次研究聚焦于本科护生在

临床实践中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未来可以职业

认同三阶段循环对在校本科护生的职业认同形成

进行探究，以此形成“三阶段，两循环”的职业认同

双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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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al of identity: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linic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HUANG Shan，YUAN Juan，YAN Guiming，ZHU Yu，WANG Lili
School of Nursing，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Hefei 230012，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proposes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Cycle Model based on the Process Role Theory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linic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three
stages: role expectation，role apperception，and role practice. The present study also aims to explore the
obstacles and facilitators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ts outco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ccupational solidification，low occupational value and insufficient occupational support are the hindering
factor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Facilitators include self ⁃ expectation，
nursing role models and clinical adaptability，eventually forming two kind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sults:
participants’and bystanders’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nursing professionals toward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moder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mong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lthough they have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dilemma in the role expectation and role understanding，most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still show a positive role practice attitude，which forms a spiral patter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Key words：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professional identity；role theory

［17］ 佟新. 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J］. 妇女研究论

丛，2010（5）：12-19
［18］ MANZI F. Are the processes underlying discrimination

the same for women and men?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
gruity model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J］. Front Psy⁃
chol，2019，10：469

［19］ BROWN C，WALL P，BATT S，et al. Understanding
perceptions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students
entering an Australian undergraduate nursing degree［J］.
Nurse Educ Pract，2018，32：90-96

［20］ 董扣艳. 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批判——微博

“热搜”话题的批评话语分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97-110
［21］ BELL B. Towards abandoning the master’s tools：The

politics of a universal nursing identity［J］. Nurs Inq，
2021，28（2）：e12395

［22］ LEE J J，YANG S C. Professional socialisation of nurs⁃
ing students in a collectivist culture：a qualitative study
［J］. BMC Med Educ，2019，19（1）：254

（本文编辑：接雅俐）

··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