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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护理实习生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往往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源自于工作环境的适应、

专业技能的掌握、患者及家属的沟通，以及职业身份的转变等多个方面。正因如此，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弹性问题逐渐

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本文旨在对当前关于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系

统性的综述，通过梳理和分析已有研究成果，以期全面了解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的现状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这不仅

有助于提升实习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够优化其工作绩效，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最终促进整个护理

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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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相较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护理专业的学

生面临更高水平的压力和更显著的生理、心理症状[1]，特

别是到了临床实习阶段。持续处于高压状态可能导致各种

心理和生理问题，例如失眠、焦虑、易怒、健忘、疲劳、

头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解决问题能力降低等。

检索发现，目前对压力的研究比较多，但对护理实习生应

对压力时心理弹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现就护理实习生心理

弹性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1 心理弹性定义的多样性 

心理弹性，又称心理复原力，最早由 Block 于 1971

年提出，其定义在学界存在多种观点。心理弹性的本质，

依据研究者各异的角度，可划分为三大核心观点：结果论

取向、过程论取向和品质论取向。结果导向观点视心理弹

性为个体历经打击、压力及失败等困境后展现的适应成效。

过程导向观点着重心理弹性乃个体在逆境里调整自身状

态的动态历程，目标在于达成良好的成长。品质论观点则

将心理弹性看作是个体的一种能力或素质的体现。 

2 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研究 

研究者们对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弹性进行了调查，发现

影响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2.1 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涵盖性别、种族、独生子女的身份以及学

生的来源地（农村或城市）等方面。研究显示生源地在大

中城市的护生心理弹性低于农村护生[2]，研究者分析原因

可能与农村学生往往为非独生子女，可以获得更多家庭成

员的支持，有助于处理困境有关。相反地，张慧芳等发现

来自城镇的实习护生心理弹性更佳，这可能与城镇家庭往

往经济条件较好，可获得更多家庭资源，帮助应对困难，

进而也能增强他们的心理弹性[3]。林志智等研究了男护生

与女护生在面对压力及心理弹性的差异中指出：男护生的

压力水平较女生大，女生心理弹性能力高于男生，这有可

能与男护生为新兴群体，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更容易存

在多种心理压力源有关[4]。但另有学者研究指出临床男护

生心理弹性明显高于女护生[5]。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性

别与护生心理弹性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6]。 

以下是研究者针对独生子女身份与实习护生心理弹

性关联性的相关探讨。有研究指出：非独生子女个人特质

更为坚韧[7]，而有些学者[3]认为独生子女的心理弹性较非

独生子女更强，可能与独生子女往往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优

越、知识面广、自信心充足有关。 

2.2 个人特质 

实习护生的个性特征是影响其健康心理体验的主要

因素[8]，也是影响其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外向的性格、

稳定的情绪对提高护生的心理弹性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心理韧性是积极的心理学特质，在卢英姿的研究中

发现在实习前一周至实习中期，灵活适应型护理实习生心

理韧性最高，普通型护理实习生心理韧性次之，过度敏感

型护理实习生心理韧性最低，在实习晚期，灵活适应型护

理实习生心理韧性最高[9]。另外有少部分学者对不同气质

类型的实习护生也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气质不同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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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水平不同，粘液质护生心理弹性总分最高，胆汁质和

抑郁质心理弹性得分最低[10]。 

2.3 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父母培育模式及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均

会对护理实习生的心理韧性造成影响。一个积极、支持和

关爱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培养实习生的心理弹性。有研究显

示家庭人均月收入≤1500 元和 1500~2000 元的护生心理

弹性更低[2]，另外有其他学者也指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其

心理弹性越好[11]，崔红霞在研究中也发现家庭影响个体心

理弹性发展，家庭支持与个体的心理弹性呈正相关[12]。 

2.4 实习阶段 

研究表明，护生进入临床实习，环境陌生复杂，存在

许多未知的因素，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运用、对实践毫无

准备、害怕犯错误、与死亡相关的问题、人际关系等极易

使人产生焦虑情绪[13]。良好的实习环境，包括带教老师的

教学风格、适宜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均能够提供适当的

挑战和支持，帮助实习生发展心理弹性。护生实习期间不

同的阶段心理弹性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早期由于刚从校园

到医院，学习环境、作息时间、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操作

不熟练，为整个护理教育过程中最具压力的阶段[14]。辛玲

玲的研究指出护生实习早期心理韧性水平还有待提升[15]。 

2.5 社会支持 

来自朋友、同学和临床带教老师的支持和鼓励对于增

强护理实习生的心理弹性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支持能够帮

助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情感支持和解决问题的资源。社

会支持有利于个体心理弹性的发展[16]，杨燕的研究也指出

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心理弹性水平就越高，但是

她同时表示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这

与许多研究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会

随着社会支持增多而提高，但是过多的社会支持也可能会

给个体带来额外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心

理弹性水平。 

3 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干预措施的研究 

在解决护理专业学生的压力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几

种干预措施[17]。其中涵盖优化临床教育方案，构建援助体

系，助力护理实习生采纳正面的应对方式，并制定扶持其

学习的医院规范。于实习阶段，提议纳入压力调控的要素，

并利用教学法增强护理专业学生积极对抗压力的能力，诸

如增强沟通交流技巧。另外，为护理学子营造支持性的临

床学习氛围，并传授他们高效的应对技巧，令他们在学习

的进程中能够积极迎对压力源头。研究显示，心理教育干

涉手段是一种高效的途径，特别是凭借情感与实用性社会

援助的方式。运用经过检验的方式，例如压力调控咨询、

构建同伴及家庭支持网络，以及制定扶持护理学生的医院

规范，均有益于避免压力的再现并削弱其效应。这些干涉

手段有望为护理学子供给必要的援助与资源，协助他们在

遭遇难题时更为从容地应对，进而增进他们的学习与职业

成长的能力。 

总之，护理实习生作为未来医疗团队的重要成员，面

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良好的心理弹性不仅有助于应对

实习过程中的压力和挑战，还能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和身

心健康。而目前大多是针对临床护士心理弹性的研究，对

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的研究较少，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够精

准，因此亟需开发专用于护理实习生心理弹性的评估工具，

并进一步加强干预措施的研究，从而为护理学生提供更好

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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