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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主管支持在护士职业尊重感和组织沉默间的调节作用 
郭俐君  黎海鸥*  彭燃燃  邹宇薇 

（长沙医学院护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感知主管支持在护士职业尊重感和组织沉默间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护理管理者今后开展相关干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便利抽样法、2022 年 9 月-2022 年 12 月利用线上问卷星对湖南省内三所三甲医院的 329 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相关性分析显示护

士职业尊重感与组织沉默呈负相关（P＜0.01），分层回归分析显示感知主管支持在护士职业尊重感与组织沉默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R²

=0.08，t=-3.125,P=0.002<0.05)。结论：护士职业尊重感对组织沉默的影响受到感知主管支持的调节作用，护理管理者可针对组织内沉默现

象采取措施，重视其心理状况，提高护士职业尊重感以减少组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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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士作为医疗系统的一线工作人员，是临床工作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30 年全球护士

需求预计将超过 900 万[1]，而我国近年护理人员流动率大，

因此护理行业进一步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缓解护理人才流

失的问题[2]。职业尊重感是指个人对职业或职业信任水平相

关的社会价值观和权威的分析，需要从个人、社会和组织三

个层面进行主观的认识[3]，在医院中组织氛围与护士职业尊

重感相互影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4]。护士组织沉默指由于

某些原因，护士提炼或保留一些对护理组织发展有利的想法
[5]。若护士存在组织沉默现象，不仅会阻碍护理团队的发展

和创新，也会使挫伤自身工作积极性，使护士归属感下降，

甚至对患者安全构成威胁[6]。感知主管支持指护理管理者为

护士提供工作相关协助和关心她们的幸福的程度，使其感受

到管理者会重视和认可自身的价值[7]。目前,我国针对组织沉

默的相关性研究主要为单因素分析，少有研究护士职业尊重

感对组织沉默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变量在何种情况下

更显著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探讨感知主管支持在护士职

业尊重感与组织沉默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护理管理者制

定更恰当的管理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 年 9 月-2022 年 12 月利用线上问卷星对湖南省内

三所三甲医院的 329 名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临床工

作经验＞１年；②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③知情同意。排除

标准：①处于病假、事假以及产假中；②进修和实习护士。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 自行编制，包括护士的年龄、性别、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职称等。 

1.2.2 护士职业尊重感量表(JES ⁃HN)   由Choi编制[3]，

史晓普等[8]翻译，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2。总分为 25~125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职业尊重感水平越高。 

1.2.3 护士组织沉默测评问卷  使用杨晶[9]于 2016 年采

用德尔菲法编制的专门用来评价护士群体组织沉默行为的

测评工具“护士组织沉默测评问卷”，从“从未”到“总是”

依次计 1～5 分，得分越高表示沉默行为越严重。 

1.2.4 感知主管支持量表  由Rhoades[10]等开发编制，

Cronbach’sα为 0.84。共 6 个题项，总分为 6~30 分，分数

越高，感知主管支持程度越高。 

1.3 统计学方法  调查所获数据审核无误后，使用

SPSS23.0 进行分析。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检验比较不同

特征护士组织沉默差异，采用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探讨

护士职业尊重感、感知主管支持与组织沉默间的关系。检验

水准α=0.05。 

2.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有效问卷 329 份进行分析。其中男 14 人，

女 315 人；＜30 岁 182 人，30-40 岁 79 人，＞40 岁 68 人；

未婚 106 人，已婚 223 人；专科 45 人，本科及以上 284 人；

护士 91 人，护师 79 人，主管护师及以上 159 人；月收入＜

6000 元 91 人，≥6000 元 238 人。 

2.2 感知主管支持与职业尊重感及与组织沉默的相关性 

根据Pearson相关性分析，护士职业尊重感与组织沉默呈

负相关（r=-0.317，P<0.001），护士职业尊重感与感知主管

支持呈正相关（r=0.250，P<0.001），组织沉默与感知主管支

持呈负相关（r=-0.421，P<0.001）。 

2.3 感知主管支持在职业尊重感与组织沉默间的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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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护士组织沉默进行但因素分析并将其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两项代入计算，结果结果显示：将职业尊重感和感知主

管支持纳入第 2 层后，职业尊重感（β=0.27，P<0.001)和感

知主管支持（β=-0.894，P＜0.001)能够预测组织沉默；第

3 层纳入职业尊重感和感知主管支持的交互项能够预测组

织沉默的得分（β=-0.135，P=＜0.001），说明感知主管支

持在护士职业尊重感和组织沉默的关系间具有调节效应。 

3.讨  论 

本研究显示，护士职业尊重感反向影响组织沉默感。据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个体所处的环境氛围密切影响着其心理

发展，而科室因素是护士在医院工作和活动等环境中对其影

响最多的环境。当组织沉默妨碍了护士间的交流，加大了护

理工作的抗拒性，使其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倾向升高，这

对护士的生理、心理和职业发展都不利。有研究[6]表明，在

科室中护士的自我尊重程度越高，自我认知存在价值越高，

并赋予自身内在力量与价值感，使其信心更强，从而提升对

工作的满意度，降低离职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护理管理者

应当重视护士职业尊重感水平，满足其个人发展需求，提供

更多的学习平台与机会，明确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根

据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职业尊重感与感知主管支持的交互项

呈现出显著性(t=-3.125，p=0.002<0.05)，意味着职业尊重感

对组织沉默产生影响时，感知主管支持在不同水平下，其影

响幅度有显著性的差异。有研究[11]表明，感知主管支持能够

明显降低护士的离职意愿，护士获得的主管支持越多，其离

开目前岗位的意愿就越低。护士职业尊重感和组织沉默与离

职意愿也息息相关。 

该结果提示医疗机构应提升护理管理者支持护士工作

的意识与能力，护理管理者应提供建言平台，多与护士进行

沟通交流，引导护理人员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作，注重护士

职业尊重感水平高低，减少科室组织沉默的发生，使护理人

才队伍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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