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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末期本科护生焦虑状况与个性特征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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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习末期本科护生焦虑状况较严重，压力源可能来自临床实习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除实习本身

和就业压力外，个性特征导致的对未来事业的迷茫是其主要因素。因此只有加强临床带教力量，加强本科护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其掌握良好的沟通技能，帮助本科护生确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针

对性的支持系统，从而帮助他们改善人际关系、端正专业态度，引导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困难，促进其

心理健康，确保良好的实习效果，避免护理人才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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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have serious anxiety, and the stress source 
may come from many aspects of clinical practice and social life.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nship itself and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confusion about the future career caused by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s the main factor. So only strengthen 
clinical teaching power, strengthen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ltivate their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help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career outlook and career planning, establish effective, targeted support 
system, to help them impro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rofessional attitude, guide its positive response to face difficulties, 
promote their mental health, ensure good practice effect, avoid the loss of nursing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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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

日益加快，同时岗位竞争日趋激烈，也对各个工作岗位

的人们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挑战，与此同时心理

健康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实习末期本科护生

面临着从学校迈入到临床工作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

角色转变的重要时期，一方面要面临职业转变所产生

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来自于角色适应、就业

形势、社会偏见以及环境陌生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因此

为了促进护理本科生的良好身心发展，并快速适应临

床工作岗位，还需要特别关注其心理健康。相关研究也

表明护生实习期间的心理问题将影响护理职业的稳定

性，因此必须重视实习护生的心理干预。医院在临床实

习中后期会增加管理实习这一环节，在管理实习的过

程中，科室注重护生的心理问题，并采取适当的个性化

干预对策，取得较好效果，现报告如下[1-2]。 
1 实习末期本科护生的焦虑状况 
临床实习是护生接受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学校教育的延续和深化，也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综合训练阶段。护生实习中后期，对医院环境、病房工

作流程、各项操作规范、内容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

随着对各项护理工作由陌生到熟悉，每天繁琐、重复、

节奏紧张的临床护理工作，再加上夜班频繁，难免会出

现倦怠、懒散心理；加之实习后期需要面临应聘、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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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未来职业规划等因素，可能会导致焦虑、迷茫等

一系列心理问题。专业思想不稳定，往往会动摇护生继

续执业的信心和决心，甚至做出放弃继续从事护理工

作的举动，影响护生队伍的稳定性[3-4]。 
2 实习末期本科护生焦虑的影响因素 
2.1 中专护生的焦虑水平最高，大专最低，本科居

中，此结果与很多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对护士素质的要

求不断提高，对护士学历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中专生在

就业时的优势已不复存在[5]。同时，中专生社会阅历较

少，应对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较弱，毕业后还要面临学历

提高的任务，将来的末知数较多，从而形成了较高的心

理压力。而本科生因为较高的教育成本投入带来较高

的自我定位，然而经过实习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从

而导致了本科护生较高的焦虑水平。 
2.2 农村的护生焦虑水平高于城市的护生。与文献

报道一致。农村护生希望通过求学与就业提高生活境

遇，有较高的就业期待，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家庭和

社会资源又不及城市护生，从而心理应激较大，容易产

生较高的焦虑水平[6]。 
2.3 年龄越大，焦虑水平越高。年龄越大的护生择

业期望值越高，考虑的各方因素也越多，但大龄护生在

就业时明显优势不足，导致较高的焦虑水平。 
2.4 护士工作的特殊性.护士人员要时刻保持着专

注度，一旦有临时入诊的手术患者，护士人员就需要进

行手术的配合工作。而对于一些夜班的护士人员，有时

候要应急处理夜间发生的手术工作，从而给护士人员

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长时间的夜班工作会

造成了人体功能的紊乱，长时间工作不可避免的产生

了焦虑症状[7]。再者医院工作中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

系，由于不同人员的性格特点、文化素养、生活习惯都

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难免会出现矛盾。 
3 对策 
3.1 开展系统化心理干预:(1)团体心理干预:健康

知识讲座由具有心理学知识的专家进行讲授，通过健

康讲座像护理实习生分享自我心理调节方法，同时发

挥言传身教的效果，使护理实习生能够增强接纳、同情、

宽容等情感，从而促使其心理健康发展[8];(2)家庭心理

干预:由教师组建微信群并申请公共邮箱，配合电话联

系等方式积极向广大护理实习生的家属讲解开展心理

干预的作用，以及提供家庭情感支持的意义，确保实习

生的家庭成员能够更加关注实习生的心理状态，能够

在发现心理问题时做到早发现、早开导以及适度的关

怀，从而帮助缓解实习生的心理症状以及负性情绪;(3)

个人心理干预:针对广大护理实习生普遍关注的出科考

核、就业分配以及技能培训等主要问题进行集中耐心

的讲解，同时认真聆听实习生的内心想法，引导其能够

正确认识并面对挫折，尽快完成角色的转变。 
3.2 院方及带教老师要加强提升临床实习护生的

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让实习护生掌握必要的心理健

康知识，如有必要可接受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

帮助实习护生能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应激情况，

缓解心理压力和焦虑的情况[9]；院方要注重提升实习护

生与患者交谈的技巧，让实习护生能熟练从容地与患

者沟通交流，逐渐体现自身的价值，获得更多患者的认

可。 
3.3 为实习护生制定更为合理的排班时间，增加每

个班次实习护生的人数，注重控制好实习护生的每日

实习时间，保证每位护生都能保持足够的精神状态和

时间完成好自己的实习任务。 
3.4 注重加强实习护生的专业知识，为实习护生提

供更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和深造的计划，并要注重让

实习护生尽快适应目前的工作状态和环境，提供带教

老师的联系方式，以方便随时解答或帮助实习护生[10]。 
3.5 注重组织实习护生多进行户外活动，鼓励实习

护生进行合理的运动，以达到帮助实习护生进行自我

调节，发泄不良情绪，转移注意力等方式消除心中的负

性心理，让实习护生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

中[11]。 

表 1  实习末期本科护生焦虑状况调查 

项目 百分比（%） 

学历 50% 
性别 30% 

生源地 55% 
年龄 25% 

社会偏见 36% 
传统观念 17% 

自身负面情绪 12% 

4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健康

的关注度增加，对医院护理质量的要求亦有了显著的

提升，护理工作的主体是护士，而提高护理质量，首先

应提高护士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在临床工作中，所

有的医护人员都要经过实习的阶段，而在实习阶段，每

一位医护工作者面临着从学生向医疗工作者的转变，

也需要专业的教学培训，对知识以及技能操作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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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掌握，都会有适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遇到

很多困难，有些护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从而有巨大的

心理压力[12]。 
多个层面的心理压力，在此阶段容易产生相关的

心理健康问题。而通过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和干预措

施，有利于帮助缓解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压力，有利于改

善其心理健康水平。有研究中发现，护理实习生的心理

压力来自多个方面，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和

自我应对措施，特别是给予护理实习生学习指导，改善

其自我反馈，有利于缓解其心理压力[13-14]。也有研究中

发现，通过积极进行系统化心理干预，可帮助改善护理

实习生的良好心理状态，有利于降低各类心理疾病的

发生风险，同时能够提升护理实习生在实习阶段的幸

福感和自我满足感。从本次的研究结果来看，处在实习

阶段的本科护理实习生主要的心理问题表现在焦虑、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强迫等方面，若实习生

心理状态不佳容易增加护理实习阶段差错事件的发生

风险。而通过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系统化心理干预措

施，是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以及提高实习生临床实习

效果的重要途径[15]。对于护理本科实习生积极开展心

理干预，能够更好地改善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利于帮助

实习生完成角色的转变，提高其岗位适应能力，有利于

缓解实习生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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