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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英文为“millennials”，其概念最早源自
美国，一般指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在 21 世纪
后成年的一代人， 这一概念在我国也被普遍使用。
千禧一代目前活跃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先于
他们出生的职业人群不同，千禧一代对工作的灵活
性、组织一对一支持、个人职业目标实现、工作与休
闲平衡、组织公平等更为关注［1］。与其他代际护士相
比，千禧一代护士（millennial nurses，简称“千禧护
士”）具有更重视工作发展机会和计算机水平，期望
得到更多的组织支持与指导，同时在日常护理工作
中也表现出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相对较低，工作倦怠
水平相对较高的特点［2-3］。 工作重塑是指员工在工

作或人际关系中主动改变工作任务、 关系与认知，使
工作更加适合自己， 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调节方式［4］。
研究表明，形成良好的工作重塑环境，积极引导工
作重塑行为，有利于新入职护士面对压力时降低隐
形缺勤行为［5］。 双元压力包括挑战性压力与阻碍性
压力，挑战性压力是指自身能够应对并对职业发展
产生积极作用的压力源，阻碍性压力则相反，是指
自身应对困难并对职业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的压力
源［6］。 正确应对不同类型的压力源有利于提高工作
状态。 在新冠疫情期间，千禧护士成为临床主力军
积极投身于抗疫队伍中， 但由于面临核酸采样、疫
情突发等工作压力源增加的情况，千禧护士更需要
以饱满的状态承担更多的工作职责。 本研究拟分析
疫情期间千禧护士对双元压力的感知与工作投入
的关系，及工作重塑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探讨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千禧护士如何以更佳的工作
状态和专注度应对工作，并为护理管理者提出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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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新冠疫情背景下，千禧一代护士工作重塑能力在职业压力与工作投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为保障
护理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2 年 6—7 月使用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挑战性-阻碍性
压力量表、 工作重塑量表、 工作投入量表简版对广州市 3 家三级甲等医院的 446 名千禧一代护士进行调查，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方法分析
工作重塑在压力与工作投入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 千禧一代护士工作投入总分为（34.31 ± 7.26）分，已婚、学历高、
工龄长、月收入高的护士得分较高（P < 0.01）。 千禧一代护士挑战性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均为正相关（r =
0.439、0.623，P < 0.01），阻碍性压力与工作投入为负相关（r = - 0.128，P < 0.01）。 工作重塑在挑战性压力与工作投
入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0.14，占总效应的 28%。 结论 疫情期间千禧一代护士工作投入处于中等水平，工作重塑在千
禧一代护士挑战性压力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可通过引导护士积极主动进行工作重塑， 提升其工作投入
水平，以更好的工作状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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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2022 年 6—7 月选取
广州市 3 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护士为研究对象。 纳入
标准：（1） 具有注册护士执业证书， 出生于 1980—
2000 年；（2） 在医院工作满 1 年及以上， 且连续从
事临床护理工作时间 ≥ 6 个月；（3） 知情同意参与
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1）进修、实习护士；（2）处于
外出学习、休假状态的护士。 为估算所需的样本量，
根据两变量或多变量相关研究的样本量估算公式
N =（U琢S/啄）2［7］，设定限制性水平 琢 = 0.05（双侧），
U琢 = 1.96； 试调查 30 名护士进行小样本预实验，分
别计算本次调查所用的 3 个量表得分的标准差，取
最大值，根据预实验得 S = 8.49，容许误差取 1，则
N = 277，加之考虑 20%的脱失率，样本量至少需要
346 例。 本研究已通过广东省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子女情况、文化程度、职称、月收入、工龄、工作
科室等。

（2）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量表：由 Cavanaugh 等［6］

编制，张一等［8］翻译修订，具有良好的跨文化适用
性，被广泛应用于国内职业群体双元压力研究。 量
表包括挑战性压力量表（条目 1 ~ 6）和阻碍性压力
量表（条目 7 ~ 11），共 11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
评分法，1 ~ 5 分代表“完全没有压力”至“压力非常
大”，挑战性压力得分范围 6 ~ 30 分，阻碍性压力得
分范围 5 ~ 25 分，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该
方面的压力感知越多。 本研究中， 两个分量表
Cronbach’s 琢 系数分别为 0.866、0.793。

（3） 工作重塑量表：由 Dvorak［9］编制，祝诗晓［10］

汉化翻译， 包括任务重塑、 认知重塑和关系重塑 3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7 个条目，共 21 个条目。 该
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每个条目从“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 ~ 5 分。 总分范围 21 ~
105 分，得分越高表示工作重塑越佳。 本研究中，量
表的 Cronbach’s 琢 系数为 0.916。

（4）工作投入量表简版：由 Schaufeli 等［11］编制
及简化， 经 FONG T C 等验证该量表适合中国情境
下工作投入水平的测量［12］，包括活力、奉献、专注 3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3 个条目，共 9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0 ~ 6 分代表“从来没有”至“每

天”，得分越高表明工作投入水平越高。 总分范围为
0 ~ 54分。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7。
1.2.2 调查方法

邀请护士长发放问卷，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给
科内护士派发问卷，在问卷填写前说明研究目的及
注意事项， 并告知采用匿名作答的方式以保障隐
私。 每个微信账号仅限 1 次作答，所有问题作答完
毕才可提交问卷。 资料收集后，剔除作答时间不超
过 1 min 或回答明显有误的无效问卷， 以保证问卷
数据的质量。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482 份，剔除无效
问卷后，共收集有效问卷 446 份，有效率 92.5%。
1.2.3 路径假设

护士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中介机制［13］。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14］，3 种
不同类型的工作重塑（任务重塑、认知重塑、关系重
塑）可以满足自我决定理论的基本心理需求，进而
使个体更可能具有高度的工作专注和敬业感。 基于
文献［15-16］，从压力的二元性质出发，我们认为挑战
性压力可激发工作重塑行为， 进而促进工作投入；
阻碍性压力可能会削弱护士的工作重塑，进而降低
护士的工作投入度。 由此提出中介作用的路径假
设：工作重塑在双元压力与工作投入之间均起中介
作用。
1.2.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 ± 标准差（x ± s）表示，两组间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3 组及以上组间差异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 AMOS 24.0 软件建立结构
方程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拟合模型，Bootstrap 法检
验中介效应，设置 5 000 的抽样次数和 95%的置信
区间。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特征千禧护士的工作投入得分情况

446 名千禧护士以女性、已婚、有子女、本科学
历、工龄 < 5 年、月收入 7 501 ~ 10 000 元、内科科
室占多。 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龄、月收入的
护士在工作投入得分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其中已婚、学历高、工龄长、收入高的护士
得分较高。 见表 1。
2.2 护士双元压力、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得分

446 名护士各量表及各维度得分情况见表2。
2.3 护士双元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相关分析

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可知， 千禧护士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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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项目 挑战性压力 阻碍性压力 工作重塑 认知重塑 关系重塑 任务重塑 工作投入 活力 奉献

阻碍性压力 - 0.211① 1

工作重塑 0.206① 0.041 1

认知重塑 0.183① 0.041 0.901① 1

关系重塑 0.166① 0.084 0.935① 0.780① 1

任务重塑 0.218① - 0.011 0.918① 0.727① 0.787① 1

工作投入 0.439① - 0.128① 0.623① 0.554① 0.564① 0.598① 1

活力 0.397① - 0.123② 0.534① 0.465① 0.485① 0.519① 0.855① 1

奉献 0.365① - 0.083② 0.543① 0.495① 0.498① 0.508① 0.862① 0.563① 1

专注 0.386① - 0.131② 0.550① 0.489① 0.489① 0.537① 0.895① 0.691① 0.660①

项目 条目数 得分范围 总分（x ± s） 条目均分（x ± s）

挑战性压力 6 6 ~ 30 20.13 ± 3.04 3.36 ± 0.51

阻碍性压力 5 5 ~ 25 15.72 ± 3.31 3.14 ± 0.66

工作重塑 21 21 ~ 105 72.01 ± 8.71 3.43 ± 0.41

认知重塑 7 7 ~ 35 24.32 ± 2.87 3.47 ± 0.41

关系重塑 7 7 ~ 35 24.07 ± 3.32 3.44 ± 0.40

任务重塑 7 7 ~ 35 23.63 ± 3.29 3.38 ± 0.47

工作投入 9 0 ~ 54 34.31 ± 7.26 3.81 ± 0.81

活力 3 0 ~ 18 11.10 ± 2.65 3.70 ± 0.88

奉献 3 0 ~ 18 11.86 ± 2.96 3.95 ± 0.99

专注 3 0 ~ 18 11.47 ± 2.65 3.82 ± 0.88

表 2 千禧护士双元压力、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得分情况 （分）

性压力、工作重塑及各维度与工作投入及各维度得
分均为正相关（r = 0.439、0.623，P < 0.01），阻碍性
压力与工作投入及各维度为负相关（r = - 0.128，
P < 0.01）， 挑战性压力与工作重塑为正相关（r =
0.206，P < 0.01），见表 3。
2.4 工作重塑在双元压力与工作投入间的中介分析

首先以工作重塑为中介变量，以双元压力为预
测变量，工作投入为响应变量，构建假设模型 1 见
图 1。 Bootstrap 中介检验结果显示，阻碍性压力-工
作重塑 -工作投入路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P =
0.59 > 0 . 05）， 阻碍性压力对工作投入的直接效
应为 - 0.10，其余路径皆显著，删除不显著的路径
后得到模型 2。

图 1 双元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模型 2：以挑战性压力（A1~A6）为预测变量，工
作重塑为中介变量（显变量形式），工作投入为响应

项目 人数
（占比/%）

工作投入
得分

F 或
t 值 P 值

性别 1.77 0.080

女 425（95.3） 34.56 ± 7.21

男 21（4.7） 31.71 ± 6.25

婚姻状况 3.21 0.001

已婚 316（70.9） 35.08 ± 7.12

内科 173（38.8） 35.16 ± 7.21

未婚或其他 130（29.1） 32.64 ± 7.11

子女情况 - 1.27 0.212

有 267（59.6） 34.07 ± 7.39

无 179（40.4） 34.95 ± 6.87

文化程度 11.57 < 0.001

大专 169（37.9） 32.45 ± 6.76

本科 265（59.4） 35.51 ± 7.07

硕士及以上 12（2.7） 38.17 ± 9.35

职称 1.12 0.343

护士 118（26.5） 34.27 ± 6.94

护师 263（58.9） 34.51 ± 7.18

主管护师 51（11.4） 33.51 ± 7.83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14（3.1） 37.43 ± 6.87

工龄/年 22.63 < 0.001

< 5 169（37.9） 32.22 ± 6.04

6 ~ 10 115（27.8） 33.16 ± 7.30

11 ~ 15 86（19.3） 36.13 ± 7.68

> 15 76（17.0） 39.30 ± 6.00

个人月收入/元 21.26 < 0.001

< 5 000 52（11.7） 29.19 ± 6.41

5 000 ~ 7 500 122（27.4） 32.83 ± 6.57

7 501 ~10 000 200（44.8） 35.45 ± 6.79

> 10 000 72（16.1） 38.07 ± 7.12

工作科室 0.97 0.442

外科 93（20.9） 33.88 ± 7.11

妇科 38（8.5） 35.00 ± 7.89

儿科 14（3.1） 33.71 ± 6.96

手术室 33（7.4） 34.79 ± 8.18

其他 95（21.3） 33.37 ± 6.94

表 1 446 名不同特征千禧护士工作投入得分情况
（x ± s，分）

表 3 千禧护士双元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分析

注：① P < 0.01，②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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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2。根据模型修正指
数对模型进行优化， 各项拟合指数良好，χ2/df 为
2.64 < 3.0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 0.064 <
0.08，比较拟合指数（CFI）为 0.969 > 0.90，拟合优度
指数 （GFI） 为 0.949 > 0.90，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AGFI）为 0.918 > 0.90，模型 2 的拟合指数合适，表
明模型适配度较佳。 模型的路径系数见表 4。 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工作重塑在挑战性压力与工作
投入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显示， 挑战性压力和工
作重塑均对工作投入起促进作用（标准化路径系
数 β = 0.22、0.62，P 均 < 0.01）；工作重塑在挑战性
压力与工作投入间起间接效应， 效应值为 0.22 ×
0.62 = 0.14，占总效应的 28%（即 0.22 × 0.62 / 0.50）。
见表 5。

注：（1） A1：我需要做的项目或工作很多；A2：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很多；A3：在规定的时间内我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很大；A4：我体验到
时间的紧迫性；A5：我需要承担更大的工作责任；A6：我的职务需要负责的范围很广。（2） 图中各数据对应 P 值均< 0.01。

图 2 挑战性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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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挑战性压力、工作重塑、工作投入的路径系数

路径关系 非标准化
β 值 SE 值 CR 值 P 值 对应的标

准化 β 值
工作重塑←
挑战性压力 1.041 0.253 4.116 < 0.01 0.22

工作投入←
挑战性压力 1.425 0.186 7.644 < 0.01 0.36

工作投入←
工作重塑 0.528 0.043 12.403 < 0.01 0.62

表 5 工作重塑在挑战性压力和
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效应 路径 效应
值

效应
量/%

95%CI 值

下限 上限

总效
应 0.50 100

直接
效应 挑战性压力→工作投入 0.36 72.0 0.25 0.47

间接
效应 挑战性压力→工作重塑→工作投入 0.14 28.0 0.07 0.21

注：表中效应值为标准化后的值。

3 讨论
与前几代职业人群相比， 千禧护士对个性化、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的灵活性以及工作本身的
期待有了更高的要求，善于通过互联网和多种信息
化渠道获取各类信息和学习资源，对事物的看法更
有开放性［17-18］。 他们也更渴望在工作中获得及时和

连续的反馈，并因此更容易融入工作中。 但是，国外
研究表明千禧护士的工作投入及工作满意度相较
于前几代护士群体较低，同情疲劳水平及负面情绪
较高，对压力和逆境更敏感［2，19］。 国内千禧护士已经
或将成为未来护理行业中的中坚力量［20］，只有重点
关注国内千禧护士的工作状态，才能为保障护理服
务质量提供依据。
3.1 千禧护士工作投入水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千禧护士工作投入条目均
分为（3.81 ± 0.81）分，参考文献［２１］的划分标准，
千禧护士的工作投入处于中等水平，与来自全球的
千禧护士及国内临床护士群体［19，21］的工作投入相
比， 本次调查的千禧护士工作投入水平并不高，提
示广州市千禧护士的工作投入水平存在提升空间。
工作投入各维度中，奉献维度得分最高，与有关调
查结果［22］一致，表明千禧护士能感受到工作的意
义，并愿意全身心投入［23］。 可能原因是：疫情期间，
千禧护士承担起了抗击疫情、 核酸采样等社会责
任，对护理工作意义、工作价值的感悟得到了提升。
另外，活力维度得分最低，表明千禧护士在工作中
的精力充沛度、心理韧性等方面需要改善，这可能
与疫情期间千禧护士肩负起正常救治与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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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压力，对工作疲劳敏感性较高有关。
本研究显示已婚、学历高、工龄长、月收入高的

护士工作投入得分较高（P < 0.01）。 可能原因是：
（1）已婚的千禧护士容易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 帮助
个体抵抗压力， 在工作中表现出较高的投入水平［24］。
（2）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
千禧护士对自身工作的认识以及能力、经验也在不
断加深，因而自我效能感提升，工作投入水平也得
到提高。 提示在疫情期间，低年资、低学历的护士可
能因缺乏相应的经验， 出现应对不足甚至担忧情
绪，影响工作投入，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注重加强对
他们的防疫技能及知识培训。（3）月收入较高的千
禧护士，其工作投入度也随之提高，可能原因是该
类护士一般承担了更大责任的工作任务，所以必须
付诸更高的工作投入以完成工作。 提示要鼓励低收
入的千禧护士积极主动分担工作职责，以积极的工
作态度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3.2 压力、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调查结果显示，参考李岩等［25］的研究，疫情期
间千禧护士的工作重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和刘
少琴等［26］的研究结果一致。 其中认知维度得分最高，
可能与疫情期间， 千禧护士对护理工作的意义、角
色等的认知比以往强有关。 任务重塑维度得分最
低，可能是受传统医疗体制下护士的主要职责是执
行医嘱的影响有关。 任务重塑是员工通过完成上一
级的一系列工作任务来完成工作的。 员工可通过改
变任务数量、类型或者范围来实现任务重塑，使工
作更富有意义［27］。 护理管理者可通过护士处方权、
鼓励对护理工作流程内容的循证、鼓励创新等提高
他们的积极性。 也有研究［28］表明，来自上级领导提
供的工作支持和信任性反馈等是个体重要的外在
工作激励与推动力，因此可以在医院上下形成良好
的工作重塑氛围，培养更多优秀的护理人才［29］。

本研究结果显示，千禧护士的挑战性压力与工
作投入为正相关，阻碍性压力与工作投入为负相关
（P < 0.01）。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30］， 个人倾向于珍
视、获取、保持、培育资源。 当面对各种挑战性压力
时，千禧护士虽然会消耗时间、脑力等资源，但也会
激发自身以积极的工作投入来获得工作上的成就
感；相反，当面对如角色模糊、职业发展受限、组织
政策约束等阻碍性压力时， 在有限的工作资源下，
往往会选择保存自我能力，减少工作投入及付出，避
免自我资源进一步受损［31-32］。 本次调查显示工作重
塑与工作投入为正相关（P < 0.01），这是因为在积
极的工作重塑过程中，护士会重新思考护理工作的

本质，体验到工作中的自我价值，从而积极努力投身
于工作中，追求职业发展［33-34］。 以上结果表明，传统
的医院管理模式可能并不能满足千禧护士的差异
性、多元性，他们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一般性事
务，对工作条件和环境有较高的要求。
3.3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重塑在千禧护士挑战性
压力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总
效应的 28%，即千禧护士在面对工作任务的高负荷
性、复杂性及时间压力等挑战性压力时，可激发产
生工作重塑行为，进而提升工作投入水平。 当面对
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时，个体往往会做出应对策
略以缓解工作倦怠感， 帮助个体重塑工作认知［35］。
其次， 在工作重塑过程中个体也会付诸更多的专
注，工作投入也因此得到提升［36］。 当更多的工作量
出现时，会引发工作重塑行为，增加与工作伙伴（如
医生、后勤人员等）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在
面对这些压力时，也不排除一部分千禧护士选择懈
怠、不作为的方式去应对，这也可能是工作重塑的
中介占比较低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本研究未纳入更
多的变量所致。有研究［5］发现，工作重塑在新入职护
士挑战性压力与隐形缺勤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并且
在阻碍性压力与隐形缺勤间不起中介作用，表明新
入职护士通过工作重塑降低隐形缺勤，本研究结果
也得出了类似的中介效应。
3.4 建议

本次调查期间，千禧护士正处于其职业的上升
期或者黄金期。 从个人角度，千禧护士除了积极学
习和实践， 还可以通过主动发现工作的吸引点、重
新规划每日工作、 重新思考护患关系及团队关系、
努力发现工作意义等，提高自身工作重塑的内在驱
动力， 从而帮助工作重塑行为的引出［10，37］。 从护理
管理者角度：首先可适当增加千禧护士的挑战性压
力，鼓励其主动承担医院事务，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其次，通过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制定公正合理的
职业考评制度、 设立明确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传
达清晰的工作任务及目标、增加护士与组织领导沟
通交流的机会、鼓励护士建言献策等，减少千禧护
士对阻碍性压力的感知。 再次，重视千禧护士工作
重塑行为对工作投入的作用，激发千禧护士产生工
作重塑行为；当千禧护士面对挑战性压力出现职业
倦怠、隐性缺勤等行为影响工作投入时，可积极引
导护士进行工作重塑；另一方面，当千禧护士自身
积极进行工作重塑时， 应给予适当的鼓励和支持，
促进其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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