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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专科医院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效能感的相关性	

调查及对策

陈茗菲，张微，吴晓航，史亚男，赵兰琴，吴子健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务处，广州 510623)

[摘　要]	 目的：探讨眼科专科医院眼科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效能感相关性。方法：采用中文版工作

家庭平衡表、工作效能感量表对140名眼科专科医院规培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眼科规培生工作

家庭平衡得分为(45.79±7.40)分，工作效能感得分为(33.23±5.71)分；工作效能感与工作促进家庭

(r=0.265，P=0.002)、家庭促进工作(r=0.277，P=0.001)呈正相关，进一步通过控制变量后的线性

回归分析证实工作促进家庭(r2=0.119，P<0.001)、家庭促进工作(r2=0.125，P<0.001)可正向预测工

作效能感。结论：眼科规培生的工作家庭平衡、工作效能感均处于中等水平，通过工作家庭平衡

能预测其工作效能感。可从重视女性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感、提高规培生的职业价值感和采取科

学的方法进行管理等方面来提高规培生的工作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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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work efficiency of standardized trainees in  

ophthalmology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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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balance and work efficiency of ophthalmology 

standardized trainees in ophthalmology hospital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40 ophthalmology trainees in Chinese ophthalmology hospitals,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work-family 

balance sheet and work efficiency scale. Results: The work-family balance score of the ophthalmology program 

was (45.79±7.40) points, and the work efficiency score was (33.23±5.71) points.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k efficiency and work-promoting family (r=0.265, P=0.002) and family-promoting work (r=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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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极速运转，科技愈发发达，

网络的普及无一不在冲击着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从而孕育出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特点的新观念。而

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两者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冲

突的问题却一直备受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人们工

作的首要目的是要保证生活的持续，即获得生活

所需资源。而家庭代表着个体处在的一种社会组

织，每个个体必须维系家庭关系，使家庭关系和

睦友好。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着平衡、冲突、扩

张、融合、溢出、补偿、资源提取、一体化等复

杂的相互关系。其中平衡被定义为工作和家庭相

互融合，产生愉悦情绪，换而言之是将工作和家

庭双重角色的冲突最小化，个体可以以一种较为

平 等 的 身 份 去 承 担 工 作 与 家 庭 不 同 的 角 色 互 动

中，同时要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相同的满足[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学生向医生转变

的过渡，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临床工作的重视，

因此规培生需兼顾学习和工作双重属性，那么他

们是如何看待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他们的工作与

家庭是否互相影响？笔者拟对眼科规培生进行工

作家庭平衡和工作效能感的相关性调查，了解两

者的相关性，为眼科学规培生职业生涯规划，更

好地促进其职业发展以及使医院管理合理化方面

等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2017至2019年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进行规范化培训的医生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在 中 山 眼 科 中 心 规 培 生 中 发 放 问 卷 进 行 调

查 ， 共 1 5 4 名 规 培 生 ， 收 到 1 4 0 名 规 培 生 调 查 问

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9%。

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问卷由研究小组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教育程序、工作年限、婚姻状况、子女情

况、月收入等。

1.3.2  工作家庭平衡量表 
该 量 表 由 G r z y w a c z 等 [ 2 ] 开 发 ， 中 文 版 由 曾

练 平 等 [ 3 ]汉 化 ， 其 中 文 版 重 测 信 度 0 . 7 8 ~ 0 . 8 4 ，

包 括 4 个 维 度 ， 采 用 L i k e r t  5 点 计 分 ， 其 中 “ 非

常 不 同 意 ” “ 比 较 不 同 意 ” “ 不 好 确 定 ” “ 比

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分 1 ~ 5 ，总分范围

14~70，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越高。分为工作侵扰家庭、家庭促进工作、家庭

侵扰工作和工作促进家庭四大模块。

1.3.3  工作效能感量表 
采用Schyns等[4]开发的精简版量表评价工作效

能感，量表共1个维度1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

分，“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

意 ” “ 完 全 同 意 ” 分 别 赋 分 1 ~ 5 ， 总 分 范 围 为

10~50，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工作效能感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Shapiro-Wilk检

验用于正态分布检验。Ma n n -W h i t n e y  U检验(两

组比较)和Kr uskal Wal lis检验(三组比较)被用于非

正态分布的数据；单因素方差分析( 三组比较)被

用于正态分布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使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使用

Spear man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用于多变量相关

性分析。检验均为双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01). work-promoting family (r2=0.119, P<0.001) and family-promoting work (r2=0.125, P<0.001) were 

further confirmed to positively predict the work efficiency. Conclusion: The work-family balance and work 

efficiency of the ophthalmology program are at a medium level, and work-family balance can predict their work 

efficiency. We can improve the sense of work efficiency of the regular trainees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ense of 

work-family balance of the regular trainees,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value of the trainees, and adopting scientific 

methods for management.

Keywords ophthalmology standardized trainer, work-family balance; work efficiency



眼科专科医院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效能感的相关性调查及对策    陈茗菲，等 9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1 4 0名规培生，其中男3 7名( 2 6 . 4 % )，

女 1 0 3 名 ( 7 3 . 6 % ) 。 年 龄 ≤ 2 5 岁 3 6 名 ( 2 5 . 7 % ) ，

2 6 ~ 3 0 岁 7 7 名 ( 5 5 . 0 % ) ， ≥ 3 1 岁 2 7 名 ( 1 9 . 3 % ) 。

教 育 程 度 为 本 科 的 有 2 1 名 ( 1 5 . 0 % ) ， 硕 士 研 究

生 8 1 名 ( 5 7 . 9 % ) ， 博 士 研 究 生 3 8 名 ( 2 7 . 1 % ) 。 有

6 4 名 规培生无工作年限( 4 5 . 7 % )，5 8名规培生有 
1~2年工作年限(41.4%)，18名有3年以上工作年限

(12.9%)。在140名规培生中，已婚38名(27.1%)，

未 婚 1 0 2 名 ( 7 2 . 9 % ) 。 1 2 0 名 ( 8 5 . 7 % ) 规 培 生 无 子

女，1孩的有1 7名( 1 2 . 1 % )，2孩的有3名( 2 . 1 % )。

有 7 4 名 规 培 生 月 收 入 在 5  0 0 0 元 以 下 ( 5 2 . 9 % ) ，

6 6 名 规 培 生 月 收 入 5  0 0 1 ~ 1 0  0 0 0 元 ( 4 7 . 1 % ， 
表1)。

表1 一般人口学特征分布情况与工作家庭平衡感、工作效能感

Table 1 Demographics and scores of work-family balance and work efficiency for the trainees

特征 例数(%)
工作家庭平衡 工作效能感

得分 P 得分 P

性别 0.930 0.382

男 37 (26.4) 46.11±8.17 33.84±6.04

女 103 (73.6) 45.67±7.13 33.01±5.60

年龄/岁 0.349 0.029

≤25 36 (25.7) 47.48±9.19 34.92±5.68

26~30 77 (55.0) 44.77±6.41 32.08±5.61

≥31 27 (19.3) 46.04±7.07 34.26±5.45

教育程度 0.349 0.330

本科 21 (15.0) 47.38±7.32 34.24±6.43

硕士研究生 81 (57.9) 45.95±7.37 32.62±5.66

博士研究生 38 (27.1) 44.55±7.49 33.97±5.37

工作年限/年 0.444 0.911

无 64 (45.7) 46.45±8.29 33.00±5.69

1~2 58 (41.4) 44.98±6.75 33.41±6.13

≥3 18 (12.9) 46.00±6.00 33.44±4.51

婚姻状况 0.146 0.994

已婚 38 (27.1) 43.89±6.01 33.29±4.59

未婚 102 (72.9) 46.49±7.58 33.21±6.09

离异 0 (0.0) — —

子女状况 0.325 0.517

无 120 (85.7) 46.02±7.70 33.09±5.79

1孩/2孩 20 (14.3) 44.4±5.12 34.05±5.24

月收入/元 0.585 0.947

≤5 000 74 (52.9) 46.24±7.88 32.99±6.78

5 001~10 000元 66 (47.1) 45.27±6.83 33.50±4.36

≥10 001 0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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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工作效能感得分

1 4 0 名 眼 科 专 科 规 培 生 工 作 家 庭 平 衡 感 平

均 得 分 为 4 5 . 7 9 ± 7 . 4 0 ， 工 作 效 能 感 平 均 得 分 为

33.23±5.71，工作家庭平衡感处于中等水平，工作

效能感处于较高水平。

2.3  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效能感相关性分析

规 培 生 工 作 家 庭 平 衡 感 与 工 作 效 能 感 相 关

性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 工 作 效 能 感 与 工 作 促 进 家 庭

( r = 0 . 2 6 5 ， P = 0 . 0 0 2 ) 、家庭促进工作 ( r = 0 . 2 7 7 ，

P=0.001)呈正相关。分别对男性及女性分析得到类

似结果(表2)。

2.4  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与工作效能感线性回归分析

进 一 步 通 过 控 制 性 别 、 年 龄 、 教 育 程 度 、

工作年限、婚姻状况、子女状况、月收入等变量

后的线性回归分析证实工作促进家庭( r 2=0.119，
P<0.001)、家庭促进工作(r2=0.125，P<0.001)可正

向预测工作效能感。分别对男性及女性分析得到

类似结果(表3)。

表2 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感与工作效能相关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work balance and work efficiency for the trainees

项目 检验值 工作侵扰家庭 家庭侵扰工作 工作促进家庭 家庭促进工作 工作家庭平衡

工作效能 r −0.102 −0.133 0.265 0.277 0.023 

P 0.232 0.118 0.002 0.001 0.786 

男 r −0.184 −0.247 0.369 0.531 0.043

P 0.275 0.140 0.025 0.001 0.801

女 r −0.085 −0.085 0.220 0.192 0.005

P 0.392 0.391 0.025 0.052 0.957

表3 规培生工作家庭平衡感与工作效能感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work balance and work efficiency for the trainees

项目 检验值 工作侵扰家庭 家庭侵扰工作 工作促进家庭 家庭促进工作 工作家庭平衡

工作效能 r2 0.038 0.013 0.119 0.125 0.022

Ρ 0.049 0.420 <0.001 <0.001 0.176

男 r2 −0.044 0.234 0.220 0.365 −0.071

Ρ 0.264 0.365 0.003 <0.001 0.441

女 r2 0.077 0.143 0.131 0.102 0.052

Ρ 0.084 0.564 0.004 0.019 0.460

3  讨论

工作和家庭紧密联系，工作是为了在实现自

身价值的同时获得更高品质的家庭生活，而家庭

背景、家庭成员或者亲朋好友的价值观和意愿期

望等家庭因素为工作提供了强力后盾，两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本研究结果显示：规培生工作

家庭平衡得分为45.79±7.40，处于中等水平，说明

规培生的工作家庭平衡存在不足，个体无法平衡

工作和家庭中需要扮演的多重角色，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压力，有较大提升空间。

医学规培生是近几年出现的数量庞大的特殊

“准医生”群体，是医院高效运营的重要力量，

也面临着工作时间不稳定、工作强度高、工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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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等问题，对工作-家庭平衡带来极大挑战。本

研究中，女性规培生占到总样本数的73.6%，说明

她们的困难有代表性。对于女性来说，一方面要

努力工作以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扮演

好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因此具有双重压力，她

们想要平衡工作与家庭就更加困难。当面临工作

与家庭相互冲突的时候，她们很难平衡工作和家

庭所带来的很多消极影响，心理上的压力会造成

其生理负担，从而出现无法集中精力投入工作或

对待工作态度消极等问题[1]。

本研究结果显示：规培生的工作效能感得分

为33.23±5.71，水平相对较高。规培生的工作效能

感比较好，说明其在工作上的自我效能感较高，

工作为个人带来了一定的自我成就感及自信。

如何进一步提高眼科规培生的工作效能感？

规培生存在资历较低，专业水平有待提升，临床

工作经验有限等问题，并且其未来生活和工作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规培生在临床工作中的

实际工作量较大，因此在处理临床问题时会出现

自信心不足的情况。因此，规培生需要通过自身

不断的努力学习和继续教育，使其自信心提高，

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感。另外，医患关系也

是影响医生工作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医院是规培

医生工作的主要场所，规培生一般一个季度轮转

一个临床科室，流动性大，需接触医院不同科室

的工作人员和患者，无论是与同事的沟通还是与

患者的解释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沟通

强度较大和较难，对于工作效能感影响较大。因

此，在目前医患关系敏感、紧张的大背景下，如

何与患者建立信任、进行专业化的沟通，无疑是

对规培生的重大挑战[5]。规培生面临的这些压力，

易产生负性情绪、对生活满意度不足等问题，从

而影响工作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效能感与工作促进家

庭、家庭促进工作呈正相关。进一步控制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婚姻状况、子女状

况、月收入等变量后的线性回归分析证实工作促

进家庭、家庭促进工作可正向预测工作效能感。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

角色和责任，两者间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不

同层面的关系[6]。朱芳琳等[7]在针对珠海市女性医

护群体的研究中也对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进行

了探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已经成为了影响工作

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效果的重要因素，与本研究

结果相互印证，但由于不同研究采用量表及分析

方法不尽相同，仍需结合具体群体及目的加以解

释，并期待在将来大规模及多地域研究中进行对

比和验证。

积极的影响能够相互促进，提高工作效率，

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质量，过度的工作要求和过多

的工作量使得个体在组织中感觉生活困难，引发

工作倦怠，影响了工作家庭平衡，而工作家庭平

衡对工作满意度也有促进作用，对保持个体身心

健康、促进组织良好运转、维系社会和谐具有重

要意义[8]。

本研究中女性103人，男性37人，女性占总体

样本比例的73.6%，女性占比大在眼科专科医院中

具有普遍性，因此在眼科专科医院应当更加重视

女性规培生的工作家庭平衡感。

工作家庭不平衡会影响女性员工的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归属感等方面。女性在家庭和

工作之间扮演自己的角色 [9]。工作 -家庭平衡是保

证医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前提，工作-家庭平衡与

否及平衡情况直接影响其在临床的工作质量。女

性的生理特征及其社会属性都使其在工作中面临

着更高的工作强度和更大的职业压力；正是因为

女性所承受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亟需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从而以更

好的姿态和心态去迎接工作和生活的挑战。因此

医院应当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的心理素质教育与培

训，通过面对面的心理疏导，帮助员工构建稳固

的心理防线、建立积极应对挑战的信心、塑造较

高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医护人员工作满意度，促

进个体、家庭和医院3个层面的健康和谐发展[7]。

住 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属 毕 业 后 教 育 ， 是 医

学临床专业人才形成的关键所在。提高规培生的

职业价值感，促进其制定合适的职业规划以实现

自我价值，可以奠定医患沟通的基础，增加医患

双方彼此的信任，更大程度地构建和谐的医患关

系，同时提升医学生教育的本质和内涵[10]。

有 研 究 利 用 “ 技 能 多 样 性 ” “ 任 务 完 整

性”“任务重要性”“任务自主性”和“反馈”

对规培生“沟通协作”“面对挫折”“处理意外

问题”“知识技术”“认知学习”和“创新”等

方面进行评价 [11]，提示临床上可采用科学的管理

模式来提高规培生的工作效能感。

综上所述，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平衡直接影响

规培生的身心健康，医院可通过多种干预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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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规培生的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平衡，缓解其家

庭和工作压力，促进规培生的工作效能感，从而

提升其工作效率，进而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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