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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护士工作重塑与职业召唤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选取北京市 5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 507 名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重塑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

表、工作繁荣量表和职业召唤量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工作重塑得分为( 80．04±15．45) 分，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 68．24±12．46)

分，工作繁荣得分为( 39．00±6．98) 分，职业召唤得分为( 44．47±9．80) 分，且两两之间分别呈正相关( r= 0．572～ 0．813，P＜0．001) ; 中介

效应分析显示，护士工作重塑对职业召唤的总间接效应为 0．372，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11．97%和 32．26%，

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0．07%。结论 护士工作重塑和领悟社会支持处于较高水平，工作繁荣和职业召唤均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护士工作重塑与职业召唤间的多重中介效应成立。建议管理者优化管理模式以满足护士

胜任的需求，提高护士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激发工作热情，进而提升职业召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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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riving at work on nurses＇ job crafting and

career calling．Method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a total of 507 nurses from five tertiary class A hospitals of Beijing were surveyed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2023 by using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Job Crafting Scale，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Thriving at Work
Scale and Calling Scale－12．Ｒesults The scores of job crafting，perceived social support，thriving at work，and career calling of nurses were
( 80．04±15．45) ，( 68．24±12．46) ，( 39．00±6．98) ，( 44．47±9．80) ，respectively，an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 r = 0．572～0．813，

P＜0．001) ．The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of nurses＇ job crafting on career calling was 0．372，and the media-
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riving at work accounted for 11．97% and 32．26% of the total effect，respectively．The chain medi-
ating effect of the two accounted for 10．07% of the total effect．Conclusion Nurses＇ job craft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re at a high
level，and thriving at work and career calling are both at an upper－middle level．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riving at work between nurses＇ job crafting and career calling are established．It is suggested that managers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model
to meet the needs of nurses＇ competence，enhance nurses＇ ability to perceive social support，stimulate work enthusiasm，and thus improve the
career calling of nurses．
【Key words】nurses; job crafting;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hriving at work; career calling; chain mediating effect

基金项目: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2019 年度“青苗”计划( QML20190309)
工作单位: 100020，北京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心脏中
心; 2．护理部
作者简介: 朱萌，硕士研究生在读，护师
* 通信作者: 贺春岳，E－mail: hechunyue1986@ 163．com

职业召唤( career calling，CC) 是指个人在追求职

业目标时的内在感受与认知，体现了个体对某一领域

的深切热情，是个体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并对社会做出

贡献而选定的职业路径［1］。研究显示，护士的职业召

唤作为一种内部动机，可以激发护士对工作产生强烈

的驱动力，提升幸福感，从而降低离职率，维持护理队

伍稳定性［2］。根据 Duffy 等［3］提出的工作作为召唤的

理论模型，工作重塑会增强感知召唤与工作意义及职

业承诺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升工作意义感和职业认

同，促使其更有动力投入工作、收获价值。工作重塑

是个体在工作中对任务与关系作出的认知改变，能够

有效提升护士职业召唤水平［4］。领悟社会支持是个

体对客观支持的主观感知，是感受到被支持而产生的

积极情绪体验［5］。良好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有助于
提升护士的从业意愿与职业召唤水平，减少人员流

失［6］。工作繁荣是指个体在其职业生涯中同时感受
到活力与持续学习的心理状态［7］。当个体处于工作
繁荣状态时，将对当前从事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进一步促进了职业召唤感的提升［8］。综上所述，

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及工作繁荣均对职业召唤具

有预测作用。但对于四者之间相互关系及影响机制

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本研究拟探讨护士工作重

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及职业召唤间的相关性，

探索四者间的多重中介效应，为护理管理者制订相应

策略、提升护士的职业召唤水平提供科学依据，以降

低护士离职意愿，维持护理队伍稳定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 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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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5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 507 名护士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 ①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②工作

年限≥1 年;③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

准:①轮转或进修的护士;②调查期间休假时间≥1 个

月;③近期经历重大创伤事件的护士。以样本量应为

研究变量的 10 ～ 15 倍估算样本量，本研究共 17 个

变量，考 虑 到 10% ～ 20%的 数 据 缺 失 率，样 本 量 应

为 187 ～ 306，实际纳入样本量为 507。本研究已通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 2019－科－17) 。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学历、职称、人事状况、工作年限、每月

夜班数。
1．2．1．2 工作重塑量表( Job Crafting Scale，JCS) 由

祝诗晓［9］修订，用于评定个体对工作的重塑能力。量

表包含任务重塑( 7 个条目) 、认知重塑( 7 个条目) 和

关系重塑( 7 个条目) 3 个维度，共 21 个条目。各条目采

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

计 1～5 分，总分为 21～105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工作

重塑行为越显著。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0，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2。
1．2．1．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由姜乾金［10］修订，用于评定个体领悟

社会支持水平。量表包含家庭支持( 4 个条目) 、朋友

支持( 4 个条目) 和其他支持( 4 个条目) 3 个维度，共

12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极不同

意”到“极同意”依次计 1 ～ 7 分，总分为 12 ～ 84 分，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程度越强。量表

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0。
1．2．1．4 工 作 繁 荣 量 表 ( Thriving at Work Scale，

TWS) 由曾练平等［11］翻译并修订，用于评定个体工

作繁荣水平。量表包含学习( 5 个条目) 和活力( 5 个

条目) 2 个维度，共 10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

评分法，“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 1～5 分，

其中条目 4 和条目 8 为反向计分，总分为 10 ～ 50 分，

得分越高 表 示 个 体 工 作 繁 荣 水 平 越 高。量 表 总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 0．877。
1．2．1．5 职业召唤量表( Calling Scale－12，CS－12) 由

裴宇晶和赵曙明［12］翻译并修订，用于评定职业召唤

水平。为单维度量表，包含 12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

计 1～5 分，总分为 12～60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职

业的价值认同感越强，且内在工作驱动力越显著。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2。
1．2．2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发

放，研究者向各医院护理部负责人讲解问卷填写要

求，征得其同意后，由护士长通过短信、微信“一对一”
转发。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团队制订了统一的指导

语，向调查者介绍研究目的、意义、填写方法及注意事

项，在获得知情同意后，采用匿名方式收集问卷。设

定每个 IP 地址只能提交一次答案，所有问题均设为

必填项，条目平均答题时间控制在 5～10 s。完成后由

研究者统一检查、整理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512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0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02%。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护

士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与职业召唤的

相关性; 采用 SPSS 宏 Process 3．5 中的 Model 6 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并通过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显著性进

行验证分析，置信区间设置为 95%。
2 结果

2．1 护士一般资料

本研究 507 名护士中，男性 25 名，占 4．93%; 女性

482 名，占 95．07%。年龄: ≤25 岁 51 名，占 10．06%;

26～35 岁 224 名，占 44．18%; 36～45 岁 182 名，占 35．90%;

＞45 岁 50 名，占 9．86%。婚姻状况: 未婚 132 名，占

26．04%; 已婚 365 名，占 71．99%; 离异 10 名，占 1．97%。
学历: 中专 5 名，占 0．99%; 大专 83 名，占16．37%; 本

科 402 名，占 79．29%; 硕士及以上 17 名，占 3．35%。
职称: 护士 60 名，占 11．83%; 护师 202 名，占 39．84%;

主管护师 217 名，占 42． 80%; 副主任护师 26 名，占

5．13%; 主任护师 2 名，占 0．39%。人事状况: 正式在

编 273 名，占 53．85%; 人才派遣 234 名，占 46．15%。
工作年限: ≤2 年 45 名，占 8．88%; 3 ～ 5 年 35 名，占

6．90%; 6～10 年 115 名，占 22．68%; 11～20 年 220 名，占

43．39%; ＞20 年 92 名，占 18．15%。每月夜班数: 0 个

110 名，占 21．70%; 1 ～ 5 个 105 名，20．71%; 6 ～ 10 个

178 名，占 35．11%; 11～15 个 96 名，占 18．93%; ＞15 个

18 名，占 3．55%。
2．2 护士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和职业

召唤水平( 见表 1)

2．3 护士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与职业

召唤的相关性( 见表 2)

2．4 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护士工作重塑与职

业召唤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2．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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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提取 6 个特征

值＞1 的公因子，第 1 个公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37．83%，

小于 40%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

偏差。
2．4．2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以工作重塑为

自变量，职业召唤为因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

荣为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采用 Boot-
strap 法进行 5 000 次重复抽样，计算 95%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95%CI 均未包含 0，证明中介效应显著。结

果显示，护士工作重塑对职业召唤的直接效应显著，

效应值为 0．313，占总效应的 45．69%; 领悟社会支持

和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值为 0．372，

3 个间接效应值分别为 0．082、0．221 和 0．069，分别占

总效应的 11．97%、32．26%和 10．07%。见表 3。
3 讨论

3．1 护士工作重塑水平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重塑总分为( 80．04±15．45)

分，与量表总分理论中间值 63 分相比，处于较高水

平，高于 Ghazzawi 等［13］调查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与

调查对象的职称和工作年限差异有关。本研究中主

管护师及以上和工作年限 11～20 年的护士占比较高，

高职称护士在临床工作之外，有机会参与医院感染预

防、护理质量控制等管理工作，参与科室决策及护理

风险管理有助于护士工作重塑水平的提升［14］; 工作

年限较长的护士，更易受到低年资护士的尊重，能够

以自身经验帮助周围同事解决问题，在工作中产生职

业的使命感，进而促进工作重塑的提升［15］。提示护

理管理者应当重视护士的晋升需求，完善职称晋升体

系，采用 情 景 模 拟 等 方 式 提 升 低 年 资 护 士 实 战 经

验，从而提升其对职业的认同感，进而提升工作重塑

水平。
3．2 护士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

本研究 结 果 显 示，护 士 领 悟 社 会 支 持 总 分 为

( 68．24±12．46) 分，与量表总分理论中间值 48 分相

比，处于较高水平，高于武鹏等［16］调查结果。分析可

能原因，本研究中已婚护士占比较高，且家庭支持维

度得分最高，护士遇到困难和压力时，更倾向于从家

庭寻求帮助，已婚护士相比未婚或离异的护士拥有稳

定的伴侣关系，能够获得更多情感上的支持和实际帮

助，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也相应提升。提示护理管理者

可定期开展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组织护士家属参

与心理健康沙龙活动，提升家庭幸福感和婚姻状况，

从而提升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3．3 护士工作繁荣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繁荣总分为( 39．00±6．98)

分，与量表总分理论中间值 30 分相比，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低于杨欣茹等［17］调查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与

调查对象年龄有关。本研究中 26 ～ 35 岁的护士占比

较高，新入职的年轻护士易对工作表现出较高的新鲜

感与期待感［8］，且三级甲等医院护理质量要求较高，

护士需要 不 断 学 习 以 达 到 医 院 的 考 核 标 准。长 期

高强度的工作和学习降低了护士的工作热情和活力，
表 1 护士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和职业召唤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n=507)

项目 条目数( n) 得分( 分，�x ±s) 条目均分( 分，�x ±s)
工作重塑 21 80．04±15．45 3．81±0．74

关系重塑 7 27．60±5．02 3．94±0．72
认知重塑 7 26．98±5．34 3．85±0．76
任务重塑 7 25．45±6．10 3．64±0．87

领悟社会支持 12 68．24±12．46 5．69±1．04
家庭支持 4 22．91±4．52 5．73±1．13
朋友支持 4 22．74±4．27 5．68±1．07
其他支持 4 22．59±4．29 5．65±1．07

工作繁荣 10 39．00±6．98 3．90±0．70
学习 5 20．01±3．26 4．00±0．65
活力 5 18．99±4．10 3．80±0．82

职业召唤 12 44．47±9．80 3．71±0．82

表 2 护士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与职业召唤

的相关性( r 值)

项目 工作重塑 领悟社会支持 工作繁荣 职业召唤

工作重塑 1
领悟社会支持 0．719＊＊ 1
工作繁荣 0．813＊＊ 0．715＊＊ 1
职业召唤 0．654＊＊ 0．572＊＊ 0．668＊＊ 1

注:＊＊P＜0．001

注: * P＜0．05;＊＊P＜0．001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护士工作重塑与职业

召唤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表 3 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护士工作重塑与职业召唤

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效应值 SE 值 95%CI 效应占比( %)

总效应 0．685 0．037 0．653，0．800 －
直接效应 0．313 0．065 0．186，0．440 45．69
总间接效应 0．372 0．049 0．274，0．467 54．31

间接效应 1 0．082 0．038 0．009，0．157 11．97
间接效应 2 0．221 0．043 0．137，0．305 32．26
间接效应 3 0．069 0．015 0．041，0．098 10．07

注: 间接效应 1: 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召唤; 间接效应 2: 工

作重塑→工作繁荣→职业召唤; 间接效应 3: 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

持→工作繁荣→职业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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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作繁荣水平［18］。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以采取上

级发展性反馈的领导方式［19］，与护士分享自己在工

作中积累的技能及考核经验，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学

习热情和工作活力，进而提升工作繁荣水平。
3．4 护士职业召唤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职业召唤总分为( 44．47±9．80)

分，与量表总分理论中间值 36 分相比，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低于范东等［20］调查结果。分析原因可能与调

查对象学历及每月夜班数有关［21］。我国护士工作现

状目前以临床操作为主，对科研重视程度仍有待提

高，高学历的护理人员通常需要同时承担临床工作和

科研任务，而薪酬与实际付出不匹配的现象导致其职

业热情有所下降; 夜班后生活作息紊乱及睡眠不足极

易导致护士出现生理及心理问题［22］，极大降低护士

职业召唤感。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将科研成果纳入到

薪酬体系之中，采取弹性排班制度，激发高学历护士

工作热情，进而提升其职业召唤水平。
3．5 护士工作重塑、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荣与职业

召唤的相关性

3．5．1 护士职业召唤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 本研究

结果显示，护士职业召唤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 r=0．654，

P＜0．001) ，与张申洪等［23］研究结果一致。资源保存

理论 指 出，个 人 倾 向 于 珍 视、获 取、保 持、培 育 资

源［24］。当面对工作任务的挑战性压力时，工作重塑

水平高的护士，会付出更多的专注和工作投入，增加

与同事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获得职业成就感的同

时提升职业召唤水平。提示护理管理者可采取平台

型领导的管理模式［25］，采用自下而上动态管理的方

式激发护士的潜能，在一定范围内允许护士依据工作

内容尝试任务重塑，激发其工作内驱力和主观能动

性，使其获得较强幸福感，提升职业召唤水平。
3．5．2 护士职业召唤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 本

研究结果显示，护士职业召唤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正相

关( r= 0．572，P＜0．001) ，与陈圆等［6］研究结果一致。
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强的护士，表现出更高的工作积极

性，愿意在临床实践中投入更多精力，从而加强了职

业使命感［12］。因此，推荐临床管理者采纳授权型领

导模式［15］，即领导将自主权和责任分配给员工或团

队，强调参与式决策的领导模式。尝试与高年资护士

协同制订科室管理制度，提供专科护士脱产学习等机

会，满足护士对于自主工作权的要求，提高社会支持

感，提升护士职业召唤水平。
3．5．3 护士职业召唤与工作繁荣呈正相关 本研究

结果显示，护士职业召唤与工作繁荣呈正相关( r=0．668，

P＜0．001) ，与 Sun 等［26］研究结果一致。达到工作繁

荣状态的护士，能够在工作中得到正向反馈，从而对

护理工作产生使命感，提高职业召唤水平［8］。因此，

护理管理者可建立每月奖励评比制度，充分调动护士

工作的主动性，给予承担较高难度工作的护士绩效奖

励，充分满足护士胜任的需求，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

从而获得职业召唤感。
3．6 领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护士工作重塑与职

业召唤间发挥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工作重塑不仅可以直接预

测职业召唤，还可以分别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工作繁

荣的中介效应和二者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其职

业召唤。工作要求－资源模型［27］指出，工作重塑能够

帮助个体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其角色中，提高社会支持

水平。社会支持可引发社会交换，即感知到较多管理

者及同事关心的护士，会表现出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和

更高效的工作产出，从而达到工作繁荣状态［16］，继而

对工作的倦怠感及焦虑等消极情绪明显降低，也更容

易激发其对工作的热情及职业召唤感［1］。因此，建议

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护士的领悟社会支持及工作繁荣

水平，参考磁性医院管理模式［28］，采取多种途径选派

护理骨干外出交流、为积极参与科研和临床技能学习

的护士提供时间及资金支持，从而提高护士对组织支

持的感知水平，在工作中更有活力和热情，进而提升

职业召唤水平。
4 小结

综上所述，护士职业召唤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领

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在其工作重塑与职业召唤间

发挥链式中介效应。提示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护士领

悟社会支持和工作繁荣情况，以此激发更高的工作热

情，进而促进职业使命感的提升。本研究采取便利抽

样法，研究对象仅来自北京市 5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抽样地域较为局限，今后可扩大研究范围，在不同

地区、不同级别医院开展多中心、大样本调查。此外，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未来可开展纵向研究探索护士

职业召唤动态变化，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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