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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团体心理训练结合阅读疗法对在职护士职业认同、心理弹性的影响。方法：选取

唐山中心医院 1 2 0 例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 1组、观察 2 组、观察 3 组，

每组 3 0 例。对照组予以常规干预，观察 1 组予以团体心理训练，观察 2 组予以阅读疗法，观察  

3组予以团体心理训练+阅读疗法。比较4组干预前后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Profess ional  Ident i t y 

Scale，PIS)、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 idson Resi l ience Scale，CD -RISC)评分。结果：对照组

PIS各维度评分及CD-RISC各维度评分在干预前后均无明显变化(均P>0.05)。观察1组、观察2组、

观察3组干预后的PIS各维度评分及CD-RISC各维度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提高(均P<0.05)，且观察

3组的PIS各维度评分及CD-RISC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观察1组、观察2组(均P<0.05)。结论：团

体心理训练结合阅读疗法可明显提高在职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心理弹性，促进护士心理健康，稳

定护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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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护士普遍存在较大的职业压力，易出现

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进而导致工作倦怠、

工作绩效下降、护理人员流失等[1]。职业认同感是

指个体对其从事职业的认识和看法，任职方式、社

会支持、工作满意度、身体健康状况等均是其影响

因素[2]。职业认同感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3]，与离

职意愿呈负相关[4]。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面对各种外

界变化和刺激时利用积极心理资源进行积极有效的

适应与应对的能力，良好的心理弹性有利于护士

在工作中可以更好地应对身心损害，积极维护身

心健康[5]。因此，积极干预以提升在职护士职业认

同感、心理弹性显得尤为重要。团体心理训练是利

用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在团体情境中提供心理指

导，是一种感染力强的心理干预方式，现已被证实

能提高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6]，但缺乏整体护

士群体的应用研究。阅读疗法则是将相关阅读材料

作为媒介，通过患者阅读、掌握、讨论材料内容，

产生共鸣，纠正认知方式及应对方法，释放压抑情

绪，净化情感，促进身心健康的恢复[7]。基于此，

本研究将团体心理训练结合阅读疗法用于在职护士

的心理干预中，探究其对护士职业认同、心理弹性

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 研 究 为 前 瞻 性 研 究 ， 已 通 过 唐 山 中 心

医 院 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批 。 选 取 2 0 1 9 年 8 月 至 
2 0 2 0 年 2 月唐山中心医院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 )在职护士，且取得护士职业资格证

书；2)工作时间超过1年；3)护士职业认同感量表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PIS)总分≤90；4)知

情同意参与研究，且配合度高。排除标准：1 )脱

离护理岗位；2 )明确诊断患有焦虑、抑郁等心理

疾病；3 )因对外交流、病假、事假等原因中断干

预。共入组12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观察1组、观察2组、观察3组，每组30例。

1.2  干预方法

对 照 组 予 以 常 规 管 理 。 观 察 1 组 予 以 团 体 心

理训练，1 )建立团体心理训练小组、由护理部主

任作指导，2名经验丰富的健康管理师，1名心理

辅导教师，6名通过培训考试获得国家三级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且具有主管护师以上职称的护士为成

员，查阅相关资料并研制训练内容 [ 8 ]，实施团体

心理训练。2)训练时间：2次/月，45~60 min/次，

为期3个月，共训练6次。3 )训练内容：①情绪表

达，利用角色扮演使受试者互相分享对情绪的控

制，加深体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处理和宣泄

方法；②释放职业压力，利用情景表演和压力表

现等游戏来指导受试者表达和释放压力；③分解

压力源，利用分解麻团游戏来帮助受试者培养耐

心和专注力；④分析在职行为，用各种职业说明

引导受试者敞开心扉，向组员分享工作中的难忘

经历，学习正确表达；⑤分享个人与家庭琐事，

受试者向组员分享生活中发生的烦恼与感受，经

讨论得出最佳纾解方式；⑥个性化指导，对存在

特殊心理问题的组员予以个性化心理辅导，注意

保 护 隐 私 。 观 察 2 组 予 以 阅 读 疗 法 ， 1 ) 确 定 阅 读

治疗指导团队：由心理专家作咨询，护士长作指

导，为组员提供阅读指导。2 )阅读书目 [ 9 ]：《接

纳不完美的自己》《非暴力沟通》《不抱怨的世

2,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3, with 30 people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received group psychological train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received biblio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3 received group psychological training + bibliotherapy. The scores of nurs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PIS)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cores of PIS and CD-RISC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ll P>0.05). The scores of PIS and CD-RIS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3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ll P<0.05), and the scores of PIS and CD-RISC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all P<0.05). Conclusion: Group psychological training 

combined with bibliotherap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resilience of in-service nurses,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of nurses and stabilize the nursing team.

Keywords group psychological training; bibliotherapy; in service nurses;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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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 3 ) 阅 读 频 次 ： 1 次 / 周 ， 2  h / 次 ， 为 期 3 个

月，共1 2次阅读。4 )阅读形式：集中、交互式阅

读。5 )阅读方法：指导者提前布置组员预习章节

内容，集中阅读治疗时，组员围坐，先在安静环

境中复习阅读材料30~40 min，随后轮流诵读，并

分享自身最受触动的句子或段落，最后引导组员

讨论阅读内容，自由分享读后体验与实际应用经

验，60~90 min，指导者在此过程中需注意密切观

察、分析组员状态，引导组员接纳、体会他人。

6 )总结：引导组员对本次阅读训练进行总结，每

人 5 ~ 8  m i n 。 7 ) 布置作业：下周预习内容；记录

自我的积极思想和行为事件，3件/周；在实际工

作中运用学习内容，培养积极、正向的思维与行

为。观察3组予以团体心理训练+阅读疗法，干预

方法同观察1组、观察2组。

1.3  观察指标

1 )职业认同感。于干预前后使用赵红等 [ 1 0 ]修

订的中文版PIS评估4组职业认同感。PIS共21个条

目，分为有意义感、一致感、自我决定感等7个维

度，每条目1~7分，以各维度条目得分均值为该维

度评分，评分越高提示职业认同感越高。该量表

各维度Cronbach’s α为0.69~0.84，总Cronbach’s α为

0.84，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为

0.92。2)心理弹性。于干预前后使用肖楠等修订的

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 idson Resi l ience 
Scale，CD-RISC)[11]评估4组心理弹性。CD-RISC共

25个条目，分为坚韧、乐观、力量3个维度，每条

目0~4分，以各维度条目得分之和为该维度评分，

评分越高提示心理弹性越好。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928，分半信度系数为0.928。

1.4  质量控制

健康管理师：干预前，对健康管理师进行统

一培训，保证教学质量的统一性及标准化，真实

可控。问卷调查：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保证

问卷填写的准确性及一致性，保证问卷回收率。

数据录入：实施数据双录入，保证数据准确。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描述为均数±标准差(x±s)，组内比较

行配对t检验，多组间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

数资料描述为例，组间比较行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

概率法。检验水准均为α=0.05。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4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P>0.05，表1)。

2.2  职业认同感

4组干预前的P I S中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 > 0 . 0 5 )。观察1组、观察2组、观

察3组干预后的P I S各维度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提

高(均P<0.05)，对照组PIS各维度评分则在干预前

后无明显变化(均P > 0 . 0 5 )；观察1组、观察2组、

观 察 3 组 干 预 后 的 P I S 各 维 度 评 分 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且 观 察 3 组 P I S 各 维 度 评 分 均 明 显 高 于 观

察 1 组 、 观 察 2 组 ， 组 间 比 较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均P < 0 . 0 5，表2 )。

表1 4组一般资料比较(n=30)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the 4 groups (n=30) 

组别
性别(女/

男)/例
年龄/岁

学历(大专/ 

本科)/例
工作年限

受聘形式(正

式在编/合同

聘用)/例

职称 

(初级/中级/

高级)/例

婚姻状况

(未婚/已婚

/其他)/例

科室(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急

诊科)/例

对照组 29/1 32.59±6.26 7/23 9.54±3.20 22/8 16/9/5 8/21/1 14/8/3/4/1

观察1组 30/0 32.87±6.52 6/24 9.60±3.15 21/9 19/7/4 10/18/2 15/8/4/3/0

观察2组 28/2 32.42±6.79 9/21 9.62±3.22 19/11 18/9/3 11/18/1 14/7/5/2/2

观察3组 29/1 32.54±6.33 8/22 9.48±3.06 23/7 19/8/3 8/22/0 14/9/3/3/1

F/χ2 — 0.502 0.889 0.420 1.412 — — —

P 0.901 0.712 0.828 0.832 0.703 0.966* 0.956* 0.943*

*Fisher精确概率法。

*Fisher exact probabilit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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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心理弹性

4组干预前CD-RISC中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1组、观察2组、观察 
3组干预后的坚韧、乐观、力量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

提高(均P<0.05)，但对照组CD-RISC中各维度评分在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

察1组、观察2组、观察3组干预后的坚韧、乐观、力

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观察3组坚韧、乐观、

力量评分均明显高于观察1组、观察2组，组间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3)。

表2 4组PIS评分比较(n=30)

Table 2 Comparison of PIS scores among the 4 groups (n=30)

组别
有意义感/分 角色一致感/分 自我决定感/分 工作把握感/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5±0.91 4.61±0.85 4.41±0.83 4.68±0.76 4.21±1.03 4.45±0.91 5.30±0.79 5.38±0.72

观察1组 4.36±0.93 5.13±0.68*# 4.39±0.86 5.10±0.58*# 4.23±1.04 4.73±0.63*# 5.29±0.81 5.72±0.56*#

观察2组 4.35±0.905 5.11±0.63*# 4.40±0.82 5.09±0.61*# 4.20±1.02 4.77±0.59*# 5.28±0.83 5.74±0.58*#

观察3组 4.33±0.89 5.56±0.56*#&§ 4.38±0.92 5.47±0.60*#&§ 4.18±0.99 5.20±0.65*#&§ 5.26±0.84 6.01±0.51*#&§

F 0.153 7.334 0.158 7.120 0.337 8.269 0.296 0.621

P 0.936 <0.001 0.930 <0.001 0.854 <0.001 0.902 <0.001

组别
自我效力感/分 组织影响感/分 患者影响感/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46±0.84 5.62±0.69 3.29±1.04 3.53±0.89 4.26±0.94 4.38±0.90

观察1组 5.47±0.86 5.85±0.54*# 3.32±1.08 4.02±0.92*# 4.28±0.93 4.89±0.87*#

观察2组 5.46±0.81 5.86±0.59*# 3.27±1.05 4.04±0.86*# 4.26±0.90 4.88±0.83*#

观察3组 5.45±0.88 6.09±0.37*#&§ 3.28±0.99 4.45±0.87*#&§ 4.27±0.91 5.30±0.66*#&§

F 0.303 6.327 0.402 7.648 0.269 5.922

P 0.886 <0.001 0.811 <0.001 0.876 <0.001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观察1组相比，&P<0.05；与观察2组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P<0.05.

表3 4组CD-RISC评分比较(n=30)

Table 3 Comparison of CD-RISC scores among the 4 groups (n=30)

组别
坚韧/分 乐观/分 力量/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1.97±8.92 42.16±8.45 10.76±3.15 11.27±2.83 22.64±6.93 23.67±6.76

观察1组 41.53±8.24 46.08±6.38*# 10.69±2.98 12.66±2.34*# 22.53±7.06 25.42±3.35*#

观察2组 41.60±8.52 46.10±6.54*# 10.63±2.93 12.64±2.37*# 22.49±7.11 25.44±3.21*#

观察3组 41.72±7.88 49.07±5.04*#&§ 10.71±3.06 13.84±2.12*#&§ 22.45±6.82 27.14±3.20*#&§

F 0.224 8.659 0.199 6.572 0.301 9.045

P 0.910 <0.001 0.915 <0.001 0.882 <0.001

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与观察1组相比，&P<0.05；与观察2组相比，§P<0.05。

Compared with the same group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1, &P<0.05;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2,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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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职护士的救治任务繁重且多为突发，加之

需要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持续的交流沟通，关注其身

心需求，在工作中更强调奉献精神，弱化个人得

失，若无强烈的职业认同感、积极的应对方式、良

好的心理弹性，极易发生心理健康问题，不利于护

士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健康是身体、心理、社

会适应等多方面的完好状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利

于身体、生活、工作等的良好发展 [12]。本研究发

现：团体心理训练结合阅读疗法可明显提高在职护

士的职业认同感，优化心理弹性，从而改善护士的

心理健康状态，提升工作效率、工作满意度、工作

绩效，减少临床护士流失。

既 往 研 究 [ 1 3 ] 发 现 ： 个 人 择 业 动 机 、 工 作 年

限、行政职务、学历层次、社会支持等均是护士

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在职护士职业认同感低

将导致其在护理工作中出现消极被动的表现，甚

至离职，影响护理队伍的人员素质及稳定性 [14]。

本研究实施的团体心理训练鼓励组员分享工作中

的难忘经历，从正性事件中发现值得感恩的事和

人，从负性事件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情绪处理和宣

泄方法，从而释放职业压力、分解压力源，不断

强化护理职业的正向情感和正向认知，激发在职

护士的积极情绪、行为和态度，建立良性循环，

从而持续提升职业认同感；阅读疗法通过集体、

交互式的阅读体验，让组员在分享阅读和经验交

流时显著缓解其抑郁、焦虑等情绪，改善心态，

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客观、理性地看待工作相关

问题，为职业认同感的提高奠定良好基础 [15]。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PIS各维度评分均在干预

后明显提升，且观察3组P I S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

观察1组、观察2组，表明团体心理训练结合阅读

疗法较单一干预方式可更有效地提高在职护士的

职业认同感，二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

心理弹性受教育水平、认知差异、医院组织文

化等的影响，是在职护士灵活调试自我与生活、工

作的矛盾，自如应对，维持平衡的能力[16]。心理弹

性也可直接影响在职护士的职业认同感[17]。本研究

实施的团体心理训练采用团队合作、创造学习、

自我反思等方式，结合游戏使训练更具趣味性、

分享性和互动性，组员在指导者的引导下不断挖

掘工作中有促进成长的正向事件，互相分享积极

的回忆，在组员讨论中有利于营造良性氛围，发

挥正能量的示范作用；组员在训练中也可找到合

适的自我调节方式，如微笑、幽默、倾诉、娱乐

放 松 等 ， 宣 泄 不 良 情 绪 。 且 有 研 究 [ 1 8 ]证 实 ， 更

多的交流对降低在职护士的消极心理有利，可通

过提升护士的应对能力来增加对职业压力的承受

能力。本研究实施的阅读疗法选取《接纳不完美

的自己》《非暴力沟通》《不抱怨的世界》为阅

读材料，可帮助护士调整自我心态，学会接纳自

己 、 他 人 和 事 物 ， 掌 握 与 人 沟 通 交 流 的 有 效 方

式，进而学会不抱怨，又从不抱怨开始真正地、

积极地改变，勇于正视自我真实想法，体会他人

感受，达到内心和谐 [19]；阅读训练可在无批判性

的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组员开放、接纳的态

度，集中注意力，使其在处理工作时更加专注，

进 而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2 0 ]； 而 阅 读 材 料 中 的 正 向 、

积极观念也帮助护士调节形态，保持积极乐观的

态度；另外，护士在阅读选定材料时也会产生认

同、共鸣、领悟等治疗作用，再由指导者进行引

导，可更有效地帮助护士掌握情绪调节的技巧，

提高心理弹性 [21]。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1组、观

察2组、观察3组干预后的坚韧、乐观、力量评分

均明显提高，且观察3组坚韧、乐观、力量评分均

显著高于观察1组、观察2组，表明团体心理训练

结合阅读疗法可更有效地提高在职护士的心理弹

性，促进其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团体心理训练结合阅读疗法是促

进护理团体心理健康的一种有效的培训方式，可

明显提高在职护士的职业认同感和心理弹性，有

助于护士工作效率、工作满意度的提升，维护护

理队伍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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