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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1选题依据

现在医学教育非常普遍，而且随着医疗技术以及相关科研

的不断更新和提高，国家对医学专业的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

相关医学专业的学生也在逐步增多，比如护理专业等，而在很

多的学生心中，学好专业也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所

以相关的部门应该特别重视医学生的就业情况。毕业生的就业

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对于毕业生自身

来说，他们在找工作时，也应该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就业观念，

适应市场的需求，提高自身的能力[1]。而自身如果不能树立正

确的就业观念，那么对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一种危害，这

样对于自身能力的提高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对自己以后找

工作是极其不利的[2]。而本次调查通过对相关专业的学生的想

法和要求进行分析，发现毕业生在寻找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这些问题涉及很多的方面，包括观念上以及能力方面等，

然后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从而提高本科的护理专业学生的找工

作的成功率。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将对很多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现

在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更加重视健康方面的问

题，而处于医疗领域的医护人员需要更高的专业和素质，这样

才能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他们应

该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规划，制定适合自己的规划对于自己的发

展和能力的提高都是极其重要的[3]。职业生涯的规划的建立当

然越早越好，所以本科的护士专业医学生是建立该规划的重要

时刻，因为他们正在接受本科教育，可以在理论中融合相关的

知识和内容，让他们从心底里有一定的认知，从自己的观念中

选择合适的方向[4]。而本次调查主要是了解学生们的职业生涯

规划和自身的专业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这样可以为相关人员制定职业规划内容提供一定的借鉴，本次

的调查是延边大学护理系1-4年级在校生，了解想在医学生的

求职现状，并为相关的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以延边大学护理系1-3年级在校生为主要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在本课题的撰写之前，对本课题相关内容进行文献查找，

通过互联网（中国知网）、维普期刊、图书馆以及相关期刊进

行查询，广泛阅读、收集整理，摘录相关有用的信息，并进行

分析，归纳总结，汲取有用信息，为论文搜集素材和理论

依据。

2.2.3数理统计法

本文对获得的问卷的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借助

SPSS11.0进行分析处理，对本文分析数据提供一定的数据分析

支持

2.2.2 问卷调查法

依据论文的研究内容，在通过查阅文献等获得部分研究资

料后，为保证调查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对本次调查采取经预试

验校正的方式进行调查。

经检验后，该问卷信0.74,效度为0.82。

问卷发放采用互联网发放的形式，对本校1-3年级择业观

以及职业生涯方向进行探究，发放共280次问卷，有效问卷

267次，问卷回收率约为95.5%。

。

本科护生择业观现状及职业生涯规划培育研究

【摘要】本课题对本科护生择业观现状进行统计调查，进而对本科护生职业规划、职业培育等进一步研

究，为适应疫情大环境就业的现状，为毕业护生提供一定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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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采用随机发放问卷调查方式，发放共280次问卷，有效问卷267次，问卷回收率约为95.5%，选

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

本课题对本科护生择业观现状以及职业生涯现状及其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其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本

科护生对择业趋势较为乐观，其职业生涯规划较为明确，其中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好的护生30名，占调查对

象总数的11.2%;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一般的护生228名，占85.4%;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科

护生应面向实际，树立正确就业观，明确就业形势的严峻性，降低就业期望值；在校重视教师模范和指导

作用，增进护生专业认同，从而促进护生对职业规划明确性以及正确面对择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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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研究结果

3.1.1本科护生择业选择与择业相关问题

对在校本科护生在择业问题上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具体内

容如表1所示，调查结果而显示本科护生在择业方向上过半数

选择护理专业工作或深造学习，影响择业因素更是以薪资和福

利为导向，其单项占比为53.7%；择业地区选择家乡与二三线

城市占比较高分别为35.21%和30.24%，对当前就业形势处在

较为明朗对择业选择方面就业问题符合统计学差异P<0.01。

3.1.2本科护生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得分为(97.09土10.00)分,其中个人职业

生涯规划好的护生30名，占调查对象总数的11.2%;个人职业生

涯规划一般的护生228名，占85.4%;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差的护

生9名，占3.4%。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各维度情况见表2。

根据年级、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户口所在地、录取方

式、就读原因、担任职务、是否为社团成员及成绩作为自变

量,进行单因素分析。不同就读原因护生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得

分总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自己喜欢”的护生得

分显著高于“他人意愿”及“其他”原因的护生;兼任学生会

与班级干部职务的护生得分高于无职务的护生。

3.1.3本科护生专业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专业认同得分为(80.22士9.83)分,其中不认同的护生4名,占

调查对象总数的1.4%;一般认同的护生258名，占96.7%;高度认

同的护生5名,占1.9%。专业认同各维度得分见表3。

本科护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

年级本科护生专业认同得分总体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不同就读原因本科护生专业认同得分总体上差异与统计学意义

(P=0.000),“自己喜欢”的护生得分高于“好找工作”、“他人意

愿”及“其他”原因的护生，为社团成员的护生专业认同得分

总体上高于非社团成员护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58,P=

0.000)。

3.2分析

3.2.1本科护生择业观现状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显示影响择业因素更是以薪资和福利为导向，其单项

占比为53.7%；择业地区选择家乡与二三线城市占比较高分别

为35.21%和30.24%，可以不难看出本科护生对择业问题上整

体持有保守态度，但多数抱有较为乐观的择业心态，其中选择

北上广深就业的共46人，占比17.23%，其择业态度期望偏高，

且就业医院偏向与三级医院，但其实际就业现状却不然，本科

护生应直接面向实际就业环境进行择业选择，多多参与实操与

见习，接触现阶段本专业的就业实际状况。

3.2.2本科护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本科的护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总体水

平为一般，通过比较及分析，排名由高到低分别是自我认识、

职业生涯定向、职业认识、自我规划和就业信心。从这样的结

果，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问题，那就是学生对于自身了解还算

是清楚，或者对于自己的学习目标有一定的认知，但是关于职

业方面，他们的了解会更少。现在的很多护生对职业的要求很

高，认为毕业后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是他们对于现实的

就业形势认知不明确，毕业后将会面临很多的打击[5]。而在就

业方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包括就读本学校以及本专业的

原因以及是否担任职务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生自身的职业

生涯规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护生学完了理论课就会进入临床去实习，虽然自己还

是学生的角色，但是所担任的责任不同了，这也算是一种“职

业方向”的改变，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过渡[6],而这个过程能够

让自身的职业认知更加清晰，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职业目标和

计划。

二、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就是自己的职业，那么他容易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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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而且也会提高自己能力，所以这样的对护理专业喜

欢的同学的职业规划水平远高于其他意愿的考生[7]。

三、担任干部的学生的能力普遍较高，因为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锻炼自己，对以后的职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8]。

3.2.3本科护生专业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中专业期望、专业技能、专业价值观、专业意志、

专业认识得分高于中位数，专业情感得分低于中位数。造成这

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与以下的因素有关：实习医院

的重视程度，护生最终需要走向临床，他们的临床实习至关重

要，所以那些严格要求学生的医院就会用各种途径提高学生的

能力，这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有重要的影响，医院会适时开展一

些活动，真正地提高学生的相关知识水平和能力，也让他们对

护士专业有更加深刻地认知，就读原因及是否为社团成员为影

响本科护生专业认同的主要因素:

一、护生在实习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难以处理的问

题，这样就会影响他们的职业认同感，或者打击他们的积极

性，从而使得认同感较低。

二、就读原因为“自己喜欢”的护生专业认同度高于其他

就读原因护生的专业认同度。有研究[9]证明,兴趣能够提高一

个人的职业认同度。

三、社团成员的护生专业认同水平高于非社团成员护生。

加入社团能够与其他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更强，从而提高自己的认同感。

4建议

4.1降低就业期望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医学生应该有相当准确地定位，这是自己找工作，也是找

到合适工作的第一步，自己有了定位就能够对职业进行辨别，

从而大大降低了就业的风险[10]。从调查结果发现，很多的在

校护士他们的就业选择地域集中在二三线的城市，有相当部分

学生希望留在三级医院，很多的学生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而

在就业方向上，有较多的人选择了非护理性工作，这也是很常

见的现象。其实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毕业生

的就业状况是不一致的，所以，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应该加强学

校对护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相关内容的分析，让学生对社会就业

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如今的现实，这样

才能真正地增加就业率。

4.2加强就业指导，明确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大学生早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有了自己的思想，而学

校就应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11]。50%在校护生认为就业形势

较好,对就业抱乐观态度，11.7%的人认为就业很困难。从这样

的一个结果，我们能够得出，学校应该让学生对就业的形势有

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本科的教育过程中，这是学生

步入社会中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另外，学校也应该重视学生的

个体化，最好是能够提供个体化的就业咨询，这样就能针对不

同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指导。

4.3重视教师模范和指导作用，增进护生专业认同

老师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成员，他们对护生的影响不可谓

不大，他们的教育对学生的就业无疑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护理老师可以通过专业的指导，并且进行个体化的咨询，向

学生表达出自身专业的优势，以及如何去发挥专业的优势，提

高专业的能力，这些都会影响学生的专业认知[12]。无论是理

论课的老师，还是实习过程中的临床老师，都会对学生的就业

认知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学校和实习基地都应该建立好的

师资队伍，从而让学生真正地能够学到东西，这也对他们的职

业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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