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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是职业

人发展的内在激励因素，是人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组

织目标的心理基础。男护士职业认同就是男护士本人对护理

职业的积极看法和情感，以及决定自己积极职业行为倾向的

心理状态[1]。随着我国卫生计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及人民群众

对健康需求的持续增加，在以“优质护理服务要进一步向纵

深开展”的十三五护理事业发展目标驱使推动下，男护士以

其体力强、精力体力充沛、理性判断等多方面的独特优势，越

来越受到社会青睐。但尽管如此，男护士离职率却居高不下[2]，

男护生的职业认同也普遍偏低，特别是学历层次越高，这一

现象越明显[3]。

临沧地处云南省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临沧卫生学校

作为该地区唯一一所医学类中职学校，承担着地区内绝大部

分护理人才的培养工作。生源上看，我校男护生具有少数民

族聚集、农村户口占比大、贫困生普遍等独特的区域特点，这

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多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对我校

280 名在校男护生的职业认同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我校中

职男护生职业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为进一步有的放矢地做好

男护生的职业教育工作，分析原因并探究相应对策如下：

1  调查现状

1.1 本调查参考胡忠华的护生专业认同量表[4]，结合实际

自行设计问卷，对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中专护理专业 280 名

男生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按照 5 级评分法计分及沈之菲标准

进行认同感高低分类，最后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处理。

1.2 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我校男护生职业认同水平不高，

处于中等水平（职业认同分 101.73 ± 3.55）。影响因素有年

级、民族、户口性质、家庭经济状况、学习成绩及是否担任

班干部等。其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职业认同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三年级男护生中，专业认识、专业情感、

专 业 意 志 、 专 业 价 值 观 四 个 维 度 均 高 于 一 年 级 男 护 生

（P<0.05）；农村学生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期望低于城市学生

（P<0.05）；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专业情感、专业意志和专业

技能低于其他学生（P<0.05）；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专业认识、

专业情感、专业意志、专业价值观、专业技能和专业期望均

低于成绩优者（P<0.05）；学生干部的专业意志和专业价值观

高于普通学生（P<0.05）。

2   分析讨论

2.1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专业选择动机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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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女护士，男护士在体力、心理素质、反应及承担能

力等方面都更具优势，这些优势在手术室、重症监护室、急

诊室等科室表现尤为突出。但一直以来，女性一直是护理队

伍中的主力军。传统观念认为：护理工作是一类“服侍”病

人的工作，男性如果从事这一职业，会被认为没有出息，没

有男子气概。受这些故旧观念的影响，男同学入校时大多对

自己所选专业是缺乏信心甚至是排斥的，选择护理专业的原

因多与父母要求、就业形势、收入、社会地位等有关。在此

次调查的 280 名男护生中，仅有 99 名学生选择护理专业是因

为自己喜欢，占比仅 35%。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男护生对

护理这一职业缺乏整体认识，导致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没有目

标、规划和梦想，因而，更谈不上对这一职业的认同。调查

中发现高年级男生认同感要高于低年级男生，这也是因为高

年级男生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后，对护理专业、就业形势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护理技能，思想认识

的提升带来了职业认同的提高。

2.2 针对性教育欠缺，学习成就感不足

调查中发现：成绩好的男护生职业认同更高，说明提升

学习成就感能够有效增强职业认同。当学生对学习提不起兴

趣，进而缺乏学习成就感，会严重影响职业认同，反过来，职

业认同感不足时，也会导致其对学习产生消极情绪；当自己

在学习方面的情绪长期得不到满足时，便会产生厌学行为，

如此下去形成恶性循环。男护生由于性别的差异和毕业后就

业科室的导向作用，制定适合其发展的、符合其兴趣的专业

方向及课程设置，有利于提升男护生学习成绩，有利于男护

生的培养[5]。而目前，我校尚无针对男护生特点而设置的特色

课程和培训，针对性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育管理

模式同样欠缺，这不利于优秀男护生的培养，更不符合护理

教育发展的需要。

2.3 落后地区生源职业认识不到位

我校地处云南省西南边陲，所处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

发达，信息闭塞。本次调查农村学生占比 88.5%，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占比16.1%。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山区，落

后状况尤其典型，父母和孩子与外界交流较少，因此在认识

上也比较落后；其次，农村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低，家

庭教育亦不足；再次，由于中职教育实行农村户口学费全免

政策，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困难家庭就读，也吸引了一部分

求学动机不纯的困难家庭父母，他们将中职学校当成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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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费“托管”机构，对孩子毕业后的规划没有想法，只想

毕业成年后让这些男孩尽快打工承担家庭经济重担。因经济

状况影响求学动机不纯的家庭教育下的男护生往往对护理职

业是缺乏认同感的。这些都是造成农村学生专业价值观和专

业期望低于城市学生（P<0.05）的原因。

2.4 心理健康关注不够、社团活动男护生表现不足

调查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担任学生干部的男护生职

业认同较高。分析原因：学生干部原本是学生中通常态度积

极、做事踏实可靠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会受到老师的喜欢

和认可，在和老师频繁接触交流过程中，也会受到老师的指

导和解惑。从心理状态上看，学生干部通过工作锻炼，自我

充实度高，目标明确动力足。因此，他们往往表现出对专业

的积极态度。进入中职院校学习的男生文化基础总体差，正

值青春期的他们普遍存在厌学、孤僻及不被认可而自卑的心

理问题[6]。因而，针对性培养提拨男生干部、增加男护生课余

活动和竞赛，以接纳、认可、信赖的态度去引导他们将会是

提高男护生职业认同的有效途径。

3  对策研究

3.1 完善招生宣传、抓好新生入学专业思想教育

我校每年暑假都会安排教师到市内各地进行招生宣传，

宣传时可单独集中男性学生及其家长进行针对性宣传工作，

重点强调男护生的就业优势及发展前景，加强学生及家长的

专业思想认识，坚定择业意志；入学后持续一个学期，也是

学校应加强专业认知教育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男生刚刚

离开家步入集体生活，思想波动较大，加之还未开设专业相

关理论或技能培训课程，对专业缺乏认识，容易对自己所选

专业及未来的出路产生怀疑。

因此，第一学期应持续地开展诸如讲座、选修课等方式

的专业思想教育，让男护生充分了解专业的发展现状、社会

对男护士的需求及要求等；学校还应当充分利用榜样教育的

作用，发掘、选树一些可亲可敬、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能

娴熟的男护士作为榜样，用他们的真实感人事迹及成功经历

给男护生们树立一个明确的成长参照[7]；此外，学校还应尽

早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帮助男护生尽早确定发展方向，

逐渐完善职业生涯的规划，从而提升对护理专业的认知和热

爱程度。

3.2 研究新内容、探索新教法，做好男护生针对性教育教

学工作

学校应当避免“一刀切”的教学模式，针对男护生的个

性特点，制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培养策略。男学生生性

好动，注意力不够集中但动手能力强；体力佳耐力好精力充

沛，果敢干练。针对这些行为特点，利用第二课堂甚至男护

生单独编班的方式,开设能发挥其在压力承受、应变能力等方

面优势的护理技能培训，如患者搬运、急救护理等。还可根

据男护生容易发挥优势的科室，将培养方向分为手术室方向、

急重症方向和精神科方向等，不同方向在课程整合的基础上

进行不同侧重点的教学[5]。在增加实践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

适当整合理论课程，减轻理论学业负担。

3.3 开展团体活动、增加竞赛交流，充实学业培养男护生

自强自信品质

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开展与护理专业接轨，重在培养学生

“责任心、爱心与奉献精神”的护理品质教育活动，能够有效

提高男护生对护理专业的认同度和从事本行业的信心[8]。 结合

我校实际，在男护生中广泛开展诸如义务献血；以抢答和有

奖竞猜等趣味形式举行护理知识竞赛、护理技能比拼；以“展

现男护士阳刚之美为主题”的护理礼仪展示；开展能够突出

男护生职业优势的急诊科、ICU、精神科、手术室护患沟通

情境模拟大赛；带领男护生走进医疗机构、养老敬老服务机

构、福利院、特殊学校、社区等开展诸如义工、导诊、按摩、

心理疏导等各类志愿实践活动。这类活动作为学业的有力补

充，充实着男护生的业余生活，在活动中男护生能够充分体

会到应用护理知识和技能为病人解决问题所带来的职业荣誉

感。以此来逐渐培养他们自信、自强的品质，提高他们的职

业认同。

3.4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强化男护生心理引导

充分利用我校心理咨询室，定期对男护生开展心理健康

讲座，或一对一进行答疑和心理疏导。以临床一线中常见护

患矛盾真实事件为例，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患者的心理及

护士的应对办法等。例如女患者拒绝男护士的护理操作、患

者对新入职男护士的不信任等。通过鲜活例子的分析引导男

护生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角色”，逐渐帮助他们学会自我

疏导的心理保健方法，为将来步入临床一线奠定良好的心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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