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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护生实习期心理危机干预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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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习期是中职护生走向护士岗位的转变期，它考验的不仅是中职护生将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操作的应用
能力，更是考验中职护生在面对实际工作中各种挑战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大部分护
生会因为对就业去向、职业安全、医患关系、初次实操、轮岗环境和老师评价的担忧，进而产生焦虑紧
张情绪，本文对这些焦虑产生的因素进行了内外因的分析，给出了几条实质性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期
望能帮助中职护生平稳顺畅度过整个实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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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比较排斥他们的护理，所以中职护生在实习期间对
医患关系一直抱有害怕的心理。

1.4 对初次实操的忐忑
虽然说中职护生在校期间有过各种实训经历，但是

对于实习中面对真实病患实施具体的技术操作，还是非
常紧张的，特别是输液采血，即便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
都熟背于心，但在第一次操作时，面对带教老师和患者
的注视，仍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甚至越想做好越紧张
就做不好，继而产生自我怀疑和沮丧的情绪 [2]。

1.5 对轮岗环境的不适
很多中职护生在实习期间，会安排在医院不同科室

间进行轮岗实习，以便熟悉每个科室的护理职责，这对
于实习护生来说是非常好的锻炼学习机会，但又是不小
的挑战，因为各个科室的物品摆放有很大的不同，所以
护生要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熟悉实习环境的变化，这无形
之中给中职护生的实习工作带来了压力。

1.6 对老师评价地在意
刚走上实习岗位的护生因自身临床经验不足，所以

在面对经验丰富的带教老师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不自
信，生怕自己没有高质量完成老师布置的工作任务，担
心带教老师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这种如履薄冰的心态
也会造成中职护生在实习期产生心理危机。

2  中职护生实习期产生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对中职护生实习期产生了种种心理危机进行
研究后，发现这些影响危机产生的因素大概分为中职护
生自身的内在原因和实习工作方面的外在因素。

2.1 护生自身的内因
中职护生的年龄普遍偏小，在心理发育建设上还不

够成熟，一旦离开学校走上实习岗位，面对复杂的社会
工作环境、人际交往关系等，会感到力不从心难于应付。
加上中职护生的心理素质普遍不高，承受挫折的能力不
强，一旦遇到工作生活问题时，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
法和心理疏导方式，这就导致心理危机慢慢形成。

2.2 实习方面的外因
中职护生实习期产生心理危机的影响因素除了自身

的内在原因，还有外在因素。①对学习工作生活环境的变
化不适应；②对学生到实习护生之间的角色转变不适应；

护理是一门实践性非常高的专业，毕业前的实习期

对于中职护生来说非常重要，从学生到实习护生这一角
色转变过程往往伴随着倍增的压力，如何正确面对这些
压力是中职院校、学生本人和实习医院都在思考的问题。
因为一旦这些心理危机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会直接影
响实习成绩和护生的身心健康，并对以后的职业生涯留
下心理阴影。对此，我们要对中职护生在实习期产生心
理危机的主要来源进行分析，积极探寻根本原因及干预
措施，从各个方面为中职实习护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保障他们顺利完成实习期圆满毕业，并积极的开始正式
的护士职业生涯。

1  中职护生实习期心理危机的主要来源

根据调查显示，较大比例的中职护生在实习期间都会
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而在对这些心理危机进行深层
次的分析后，我们总结出了 6条主要来源，正是这些实习
期的不确定因素，让中职护生在实习期表现出了焦虑情绪。

1.1 对就业去向的迷茫
实习期是中职护生完成中职学业与正式工作之间的

缓冲期，这时的学生结束了安稳的校园生活，却又没有
完全步入社会，对未来的就业去向感到迷茫，能否留在
实习医院或是另寻就业单位，这些实习期结束后要面对
的不确定，让中职护生感到不安和焦虑。所以，在对中
职护生实习期心理危机调查中，有 80%的实习护生明确
表示就业问题是实习期无法逃避的压力之一 [1]。

1.2 对职业安全的担心
护生的职业特性注定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充满了不安

全因素，护生每天需要面对不同疾病的病人，有些疾病
存在传染风险，而护生在日常实习工作中，经常要接触
到病人的血液、尿液及其他分泌物，所以护师会担心自
己因为操作失误而导致自身感染，这种紧张的情绪会一
直伴随护生在医院工作的全过程。

1.3 对医患关系的害怕
我国的医患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从学生到实习护生

的角色转变，不单单是理论知识到实际应用的转换，更
是对护生如何与病人打交道的一次考验。基于中职护生
年龄较小，人际沟通交往能力较弱，在面对病患的各种
诉求时难以应付，加上实习护士的实操经验不足，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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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对科室护士长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不满意；④理论知识转
化到实操经验不顺畅；⑤对实习工作的吃苦程度心理预期
不够。诸多实习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让刚出校园
的中职护生应接不暇，从而影响到自己产生消极心理 [3]。

3  中职护生实习期心理危机干预措施

根据之前的调查数据，我国中职护生因为年龄偏小、
社会经验不足、心理承受力较差，往往会在实习期受到
各方面的消极影响，产生各种焦虑情绪。对此，中职院
校和实习医院应联合起来，对中职护生在实习期可能产
生的心理危机采取以下干预措施，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实
习期任务。

3.1 抓住实习前的教育关键期，进行中职护生的
心理建设
在中职护生实习前这段时间，学校要抓住这一关键

时期对学生进行实习相关教育，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实习
必备知识技能，特别要教会学生在实习期间遇到问题和困
难，使学生知道向谁求助，如何求助，告知明确的求助途
径，以及教会其在实习期面对工作压力时，如何正当宣泄
负面情绪自我疏导，缓解心理压力。以各班级为单位组成
学生心理咨询小组，组织学生参与院系级学生会的心理宣
传活动，争取让心理辅导落实到位，服务每一个即将实习
的中职护生，预防实习前的突发心理健康事件发生，为中
职护生即将开始的实习期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3.2 加强实习护生的就业指导，减轻实习护生的
就业压力
针对实习护生因为就业压力带来的焦虑，各级地方

政府应加大对实习护生的就业指导力度，减轻就业压力。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各地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都
在增加投入，医院床数在增加，对医护人员的需求量也
在增加，但在现实情况中，医护人员特别是护理人员的
缺口较大，主要是一方面毕业的中职护生找不到理想的
工作，另一方面各医院在职护士的工作强度较大，这从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也对病患的安
全护理埋下隐患。对此，各级地方政府应科学评估各医
院的医护人员配比，合理增设医护人员编制，为实习护
生提供就业机会，缓解中职护生的就业压力。

3.3 提升实习护生的沟通能力，提高病患们的治
疗依从性
面对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职护生在实习期间要

保持最大限度的耐心和细心，虚心向前辈们学习请教，
学会换位思考多为患者考虑，用同理心去为患者提供专
业贴心的护理，用语言来关爱患者，帮助他们一起战胜病
魔，从而换取患者的信任与依赖，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实习护生要多听多学多揣摩与患者沟通的方式方法，
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能让患者积极主动配合自己的护理
工作，得到患者的认可，这种一个微笑、一句谢谢的认
可，能极大激发中职护生的实习积极性，并从中获得职业

成就感与满足感，也是避免产生危机心理的最好干预。

3.4 举办职业安全知识的讲座，积极调整良好的
实习心态
从校园到医院，对于中职护生来说是一次极大的人

生跨越，所以中职院校要举办相关职业安全知识的讲座，
针对中职护生在实习期间可能遇到的安全事件，宣教一
些正确的职业防护措施，提升中职护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和安全防范意识，减轻对实习期的畏惧心理，积极调整
好心态进入实习。

3.5 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师带教，建立和谐融洽的
师生关系
实习医院要安排经验丰富的护士带教，除了对实习护

生的技术操作进行指导外，还要带领实习护生尽快熟悉工
作环境，对实习护生工作生的失误及时指导改正，对护生
工作上的情绪和心理变化格外关注，第一时间进行劝导
安慰，在生活中要经常与实习护生进行沟通交流，让他
们尽快融入科室团队和同事一起愉快工作，找到归属感。

3.6 保持学校师生之间的联系，保障实习护生平
稳地过渡
在学生去到医院实习期间，中职院校的老师要建立

QQ群和微信群，保持班级同学和老师之间的联络，让
分散在各实习医院的学生能在班级群中随时随地进行交
流，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关注。这也是当中职护生身处
陌生实习医院，遇到问题后可以第一时间寻求帮助的地
方，老师也可以通过每天的交谈及时掌握学生的实习动
态，发现学生的消极思想尽早进行干预。中职院校老师
还应与实习医院的带教老师保持紧密联系，共同针对中
职护生的在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出谋划策，保障护生
平稳度过整个实习期。

4  结语

护理专业的学生刚开始进入医院的临床实习时，一
下子很难适应角色和环境的转变，为了让学生做好充足
的实习前准备，中职院校会针对性对学生进行实习期培
训，抓住实习前的教育关键期，进行中职护生的心理建
设，让学生尽快调整好心态，当地政府也要加强实习护
生的就业指导，根据医院的床位数配比合适的护士编制，
增加就业渠道，减轻实习护生的就业压力，而实习医院
则要注意安排经验丰富的护士带教，尽可能建立和谐融
洽的师生关系，便于中职护生在最快的时间融入实习团
队。希望通过这些干预措施，能将中职护生在实习期可
能产生的心理危机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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