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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work pressure of nurses in the third-level grade-A 

hospital, an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urses in the third-level grade-A hospital on 

work pressure.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f nurses in the third-level grade-A hospital, and 

to provide the improvement path for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urses. Methods: From March 

to April 2020, 457 nurses in the third-level grade-A hospital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Work Stress Sca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Results: The nurses who are unmarried, have worked 16-20 years or just 

started to work, and the younger ones have slightly higher mental resilience scores than other staff in the same 

group; The longer the daily working hours and the shorter the working years of nurses, the higher the work 

pressure score of other nurses in the same group;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its dimension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ork stress (P <0.001).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urses in the third-

level grade-A hospital is better, and the work pressure is in the middle or higher level; Different types of nurs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which marital status, working years, working hours per 

day and age may b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better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evel of the nurses in the 

third-level grade-A hospital is, the lower the work pressure leve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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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三甲医院护士的心理弹性和工作压力现状，探讨三甲医院护士心理弹性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为缓解三甲医院护士压力提供依据，为提高护士心理弹性提供改善路径。方法：2020年 3月-4月，利

用工作压力量表以及心理弹性量表，对三甲医院 457 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未婚、工作 16-20 年或

刚刚开始工作以及年龄较小的护士心理弹性得分略高于同组其他人员；每天工作时间越长以及工作年

限越小的护士工作压力得分高于同组其他人员；心理弹性及其维度与工作压力呈现负相关（P＜0.001）。

结论：三甲医院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较好，工作压力处于中等略高水平；不同类型护士心理弹性水平各

异，其中婚姻状况、工作年限、每天工作时间、年龄可能为其影响因素；三甲医院护士的心理弹性水

平越好，其工作压力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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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

蔓延，对全球各地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都造成极大的

威胁和损失。各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作为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病毒的中坚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疫情的

暴发对这些医务工作者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个人品

行都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对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产生

强烈冲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在内外部双重影响之

下的工作压力以及何种举措能缓解医务工作者的工作

压力。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作结构发

生了一些变化，大多数女性工作者从家庭走向职场，从

“家庭妇女”转变为“职场女行”，竞争越来越激烈，职

业负担越来越繁重。另一方面，受到传统价值观念和儒

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家务劳动还是落到女性身上。

随着医院逐步取消事业编制和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我

国大约有几千万育龄妇女会受到这两项政策的影响。护

士本身具有高压、强专业的特点
[1]
，并且患者对护士的

护理技术、护理态度等要求十分严格。以女性为主要代

表的护士群体也正面临着来自工作、家庭、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病毒等内外部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若

长期处于这种工作压力之下，势必会对护士的护理技术、

护理态度产生影响
[2]
。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三甲医院护士

的工作压力情况以及影响护士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为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提出了理

论基础。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认为，当个体遇到来自外部

的各种工作要求时，如：工作压力，那么个体此时就会

选择调动所拥有的工作资源，如：物质资源、精神资源、

社会资源等，来弥补工作要求对个体的损耗和造成的不

良影响
[3]
。心理弹性则代表了个体应对外部应激和刺激

事件的一种反应和调节能力。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遭遇

外部应激和刺激事件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良好的适应

并迅速恢复的能力。心理弹性包括 3 个维度，分别是：

坚韧、乐观和力量。曾有学者在研究中表明心理弹性对

工作压力具有调节作用
[5-6]

，本研究将直接探讨二者之

间的影响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可能研究问题：以三甲

医院护士为研究对象，了解护士群体的心理弹性和工作

压力水平，并探析护士的心理弹性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关

系，进而为医院管理与制定相关制度措施，为缓解护士

工作压力提供科学的依据。 

图 1 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图 1 理论模型 

2.资料来源与方法 

2.1.调查对象 

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三甲医院，对愿意参

与此次调查的护士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488

份，回收 488 份，剔除信息失真等问卷后，最终共 457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3.6%。 

2.2.研究方法 

2020 年 3 月 -4 月 ， 通 过 问 卷 星 平 台

(https://www.wjx.cn/)，以电子问卷形式对研究对象

进行调查。填写电子问卷前对研究对象详细说明填写要

求。为确保收集的数据真实有效，设置同一 ID 只能填

写 1 份问卷。 

2.2.1.一般情况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年龄、婚姻庄康、工作年限、工作

时长等个人基本信息。 

2.2.2.工作压力量表 

采用由 House 和 Rizzo 等编制
[7]
的工作压力量表。

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护

士工作压力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18，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能够用于一般的理

论研究与分析。 

2.2.3.心理弹性量表 

心理弹性量表使用 Wang 等编制的心理弹性量表简

表
[8]
，该量表共包含 10 个条目，包括坚韧、乐观和力量

3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计分，得分

越高说明心理弹性的水平越高，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2，坚韧、乐观、力量 3 个

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32、0.825、和

0.911，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能够用于一般的理论研究

与分析。 

2.3.统计学方法 

首先，使用信度分析对所回收的问卷信度进行检验；

其次，使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分析心理弹性和

工作压力在不同情况下的得分情况；最后，使用相关分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1284



析和回归分析探索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对工作压力的

影响。均取 P＜0.05 表示统计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3.结论 

3.1.不同条件下心理弹性和工作压力得分情
况 

不同婚姻状况和工作年限的护士心理弹性得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两两比较，未婚护士

得分高于已婚护士；工作 16-20 年以及刚刚开始工作的

护士得分高于其他分组的护士。尽管年龄组的得分差异

P＞0.05，但是相比较每天工作时间，年龄组的显著性接

近 0.05，说明不同年龄的护士心理弹性得分差异也可能

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越小的护士其心理弹性得分越高。

不同工作年限和每天工作时间的护士工作压力得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两两比较，工作年限

较短的护士得分高于较多的护士；每天工作时间越久，

其工作压力水平越大，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条件下心理弹性和工作压力得分情况（总

分均值±标准差） 

项目 心理弹性总分 工作压力总分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t 

P 

工作年限 

5年及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 年及以上 

F 

P 

每天工作时间 

5小时及以下 

6-8小时 

9-11小时 

12 小时及以上 

F 

P 

年龄 

20 岁及以下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1 岁及以上 

F 

P 

 

42.84±6.88 

43.61±5.94 

7.921 

0.005 

 

44.12±5.68 

42.99±6.77 

41.99±7.14 

44.90±6.16 

41.74±6.81 

2.909 

0.021 

 

46.00±0.00 

43.08±6.81 

43.39±6.08 

41.21±5.79 

0.544 

0.653 

 

- 

43.59±5.97 

43.24±6.94 

40.94±7.09 

42.67±6.76 

- 

2.273 

0.079 

 

24.31±5.03 

25.02±5.52 

2.001 

0.158 

 

24.86±5.89 

24.66±4.91 

24.91±4.62 

22.08±5.81 

24.89±4.42 

2.583 

0.037 

 

17.00±0.00 

24.27±5.28 

24.87±5.01 

28.50±4.35 

3,899 

0.009 

 

- 

24.97±5.58 

23.95±5.08 

25.34±4.49 

24.11±3.51 

- 

1.677 

0.171 

3.2.相关因素分析 

首先，从总体得分情况来看，三甲医院护士心理弹

性与工作压力水平呈负相关（r=-0.38，P＜0.01）。 

其次，从人口统计学变量来看心理弹性与年龄呈现

负相关（r=-0.09，P＜0.05）；压力知觉与每天工作时间

呈正相关（r=0.12，P＜0.01）。婚姻状况与工作年限（r=-

0.52，P＜0.01）和年龄（r=-0.50，P＜0.01）呈现负相

关；年龄分别与工作年限之间呈正相关（r=0.86，P＜

0.01），与每天工作时间呈负相关（r=-0.10，P＜0.05）。

以上结果基本符合现实情况并为回归分析提供了基本

的数据支持。 

表 2 相关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1 

1 

-0.52
**
 

0.05 

-0.50
**
 

0.06 

0.07 

2 

 

1 

-0.08 

0.86
**
 

-0.09 

-0.05 

3 

 

 

1 

-0.10
*
 

-0.01 

0.12
**
 

4 

 

 

 

1 

-0.09
*
 

0.03 

5 

 

 

 

 

1 

-0.38
**
 

6 

 

 

 

 

 

1 

注：1 代表婚姻状况；2 代表工作年限；3 代表每天工作

时间；4 代表年龄；5 代表心理弹性；6 代表工作压力。

*代表 P＜0.05，**代表 P＜0.01，***代表 P＜0.001，

下同。 

3.3.回归分析 

由表 3 可知，心理弹性与工作压力具有显著的负向

关系（β=-0.38，P＜0.001）。这说明护士的心理弹性水

平越高，其工作压力感程度越低。 

由表 4 可知，心理弹性的 3 个维度均对工作压力具

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坚韧维度负向影响工作压力（β

=-0.34，P＜0.001），乐观维度负向影响压力知觉（β=-

0.34，P＜0.001），力量维度负向影响压力知觉（β=-

0.36，P＜0.001）。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工作压力 

β t 95%CI 

心理弹性 -0.38 -8.62*** [-0.46,-0.29] 

R 0.38 

R
2
 0.14 

F 74.244
***
 

 

表 4 各维度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

量 

结果变量：工作压力 

β t 95%CI 

坚韧 -0.34 -7.72*** [-0.47,-0.28] 

乐观 -0.34 -7.75
***
 [-0.35,-0.21] 

力量 -0.36 -8.19
***
 [-0.35,-0.21] 

R 坚韧:0.34; 乐观:0.34; 力量:0.36 

R
2
 坚韧:0.12; 乐观:0.12; 力量:0.13 

F 坚韧:59.610
**
; 乐观:60.078

***
; 力量:67.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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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三甲医院护士心理弹性对工作压力

的影响，结果表明：未婚、工作 16-20 年或刚刚开始工

作以及年龄较小的护士心理弹性得分略高于同组其他

人员；每天工作时间越长以及工作年限越小的护士工作

压力得分高于同组其他人员；心理弹性与工作压力之间

呈现负相关。三甲医院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较好，工作压

力处于中等略偏上的程度；不同类型护士对待心理弹性

和工作压力态度各异，其中婚姻状况、工作年限、每天

工作时间、年龄可能为其影响因素；三甲医院护士的心

理弹性水平越好，其工作压力水平越低。 

4.1.三甲医院护士心理弹性水平良好，工作压
力水平中等略高 

通过对 457 名护士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其心理弹性

水平良好，说明护士在应对压力与工作时有积极的心态

和能力。工作压力水平处于中等略高的水平。 

在心理弹性方面，均分均介于有些符合与非常符合

之间，这体现了三甲医院的护士群体心理弹性水平良好，

在遇到问题、面对压力时能够调动自身具备的各种资源，

以一种坚韧、乐观、自信的心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并且及时他们收到了压力等应激事件或者外部刺激的

影响，他们也能较快的从影响中恢复过来，快速重新投

入工作当中。 

在压力知觉方面，护士是一种以女性为主题并且具

有高压性质的职业，患者也十分重视护士的护理技能和

护理服务态度，当这种来自病人与患者的期待和要求以

及自身对自己的要求越强烈，护士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

以及自身带来的危机感与压力感就会越强烈。在本研究

中，工作压力的得分情况处于中等略高的程度，这说明

尽管在具备高水平的心理弹性的缓解下，护士们能够以

一种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压力，但是由于受到护士职业

特性的影响，以及受到来自工作、家庭等各种外部条件

的影响，使得护士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因此护士

仍能感受到很多来自工作中的压力。 

4.2.心理弹性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 

首先，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和年龄可能为心理弹性

的影响因素。未婚和工作年限较短的护士其心理弹性水

平往往越高。原因可能为相比较已婚多年和工作时间较

长且稳定的护士相比，这类群体刚刚开始事业的征程，

他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来为今后的事业做好铺

垫和打下基础。面对压力和困难，他们需要自己有能力

与独立面对和解决，久而久之，在不断的克服困难中他

们变得更加积极、乐观、自信和坚强，因此这类群体的

心理弹性水平往往较高。 

其次，工作年限和工作时长可能为工作压力的影响

因素。工作年限较短和工作时长较多的护士其工作压力

越高。这类群体往往是医院中新入职或新晋护士的代表，

他们此刻正面临着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既面临

这结婚生子的考验，又需要为了自己的工作不断拼搏努

力。因此，这类护士的工作压力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护士。 

4.3.心理弹性与工作压力呈负相关 

在工作中感受到压力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学会如何

自我调适，自我克服，自我发展。近几年来，护士离职

的现象比比皆是，护士抱怨工作的事件屡见不鲜，尽管

我国正式注册的护士数量比较客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护士短缺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这些都是护士

的工作压力过高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找出缓解护士

工作压力的方法以及如何提高护士自我应对压力的能

力显得尤为重要，也应该作为各级医院制定相关规定政

策和考核护士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以及

心理弹性的 3 个维度，坚韧、乐观、力量，均对工作压

力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提高心理弹性水平能够降低

工作压力。相关研究表明，个体所具备的资源，包括：

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社会资源、组织资源等，对于缓

解和削弱由于工作压力所引起的各种不良后果均有一

定的作用
[9]
。心理弹性则代表了这样一种心理资源，在

受到外部的刺激后，能够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各种资源弥

补刺激所带来的影响并迅速从影响中恢复，重新投身于

工作中
[10]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以一种积极乐观、坚

忍不拔和自信的方式应对压力和挑战。在医疗行业中，

心理弹性通常被看做是医务人员应对压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如何提升心理弹性以缓解压力十分重要，结合本研

究结果提示：可以通过弹性排班等方式；可以安排心理

素质的培训，重点关注新入职的护士以及新晋护士的心

理状况；也可以将心理弹性水平纳入到护士考核体系中

作为重要参考指标。总之，医院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可以

将心理弹性作为依据，，通过提高护士心理弹性水平来

降低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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