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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展

张维镔 王婷婷 庄一渝

伴随全球医疗卫生事业和护理行业的进步，越

来越多的男性选择成为临床护理人员。欧美国家

中，注册男护士占总护士人数的10%～30%[1]。在我

国，2017年注册护士总数为3 804 021 人，其中男性

占比2.2%，2018年略升至2.3%，2019年底男护士突

破12.5 万名[2,3]。尽管需求增加，男护士群体仍面临

职业生涯规划不明确和高离职率等问题[4,5]。职业生

涯规划是护理人员根据个人需求和专业发展，设立

目标并参与具体活动以达成目标的过程[6]。护士应

重视护理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的规划不仅提升职业

认同感，还能有效降低离职率，稳定护理队伍[7,8]。自

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男护士职业

生涯规划以期稳定男护士工作队伍。本文将综合

论述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评估工具、影响

因素及干预措施，为男护士职业规划的清晰化、降

低离职率和稳定护理队伍提供参考。

1 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现状

目前，我国男护士的职业生涯规划水平普遍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梁玉锋等[9]于2016年使用临床护

士职业生涯规划量表[10]对厦门市189名男护士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男护士的职业规划平均分为

（69.19±12.24）分，处于中上水平。胡宇凡等[11]在

2022年使用修订的护士职业生涯规划量表[12]对北京

市 5家三甲医院 126名男护士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得分为（41.84±8.18）分，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国外的文献回顾发现尽管缺乏系统的横断面调查

数据，无法客观量化国外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的水

平，但一些质性研究的访谈结果间接反映了男护士

对自身职业规划的深刻思考。例如，Shin等[13]在对

9名至少有 5年工作经验的男护士进行半结构化访

谈时，发现这些男护士对职业发展的限制以及个人

职业道路的思考成为访谈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提

示男护士职业规划意识和系统性规划仍然不足，职

业发展可能缺乏长远的明确目标。此外，尽管我国

男护士的规划得分较高，但在定性访谈中发现一些

男护士对个人职业道路的思考也存在困惑和局限，

反映出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具体规划不够清晰，我国

男护士的职业规划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2 职业生涯规划评估工具

目前，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的评估工具主要以量

表为主，主要有以下几种被广泛使用。① 临床护士

职业生涯规划量表：该量表由蒋玉琼等[10]设计，共包

括20 个条目，分为三个维度：生涯认知（7 个条目）、

自我评价（6 个条目）和职业发展（7 个条目）。每个

条目采用五分制评估，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积极反应评分为1~5 分，消极反应则进行反向

评分，总分范围为 20~100 分。得分越高，表明护士

的职业生涯规划越好。② 护士职业生涯规划量表：

该量表由徐艳等[12]在龙立荣[14]编制的《自我职业生

涯管理量表》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包含 4 个维度：注

重关系、自我展示、职业目标与策略、继续学习，总

共有 14 个条目。量表的总分范围为 4~56 分，得分

越高，说明护士的职业生涯规划越为完善。③护士

职业生涯规划问卷：该问卷是由欧尽南[15]在杜晓霞

团队[16]设计的问卷基础上修订而来，涵盖自我评估、

职业生涯规划认知与行动、职业满意度和职业认知

四个维度，共 24 个条目，其中 1 分代表“非常不同

意”，2 分代表“不同意”，3 分代表“部分同意”，4 分

代表“同意”，5 分代表“非常同意”。在职业满意度

维度中，“如果有机会，我会选择其他职业”作为反

向计分条目。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护士的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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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规划状态越好。

但是，目前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相关问卷编制时

间距今较为久远，且暂无针对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

的特异性测量工具，值得有关学者进行进一步深入

研究。

3 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影响因素

3.1 个人因素

3.1.1 个人职业认同 护士职业认同是指护士对

护理职业的认知与情感，以及影响其职业行为的心

理状态[17]。姚秀钰等[2]对我国男护士执业现状和职

业认知展开大规模调研，2015年和 2017年分别在

287 个和 312 个城市对 5 939 名和 10 676 名男护

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该群体对护士职业及

角色整体持正向认同态度。Wu 等[18]研究发现职

业认同对男护士职业成功具有重要的预测和促进

作用。Connor等[19]通过对 18名男护士的质性研究

发现，男护士在尝试认同护理职业的同时，也常因

性别身份的刻板印象而产生职业认同困境。因

此，男护士对个人职业认同是之后开展职业生涯

规划的基础，职业认同感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护理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增强男护士群体的专业归

属感，稳定护士队伍，推动全球护理事业的进步。

3.1.2 个人工作职务 梁玉锋等[9]研究结果显示，

担任总带教或护士长的男护士，其职业生涯规划得

分明显高于普通护士和责任组长，考虑是因职务提

升带来的更高职业要求和规划需求。胡宇凡等[11]研

究也发现，护士长及以上职务的男护士在职业生涯

规划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普通护士和护理组长。因

此，男护士在工作环境中所承担的职务对男护士的

职业规划影响显著，临床工作中的护理教育者、护

理管理者是护理队伍的中流砥柱，对低年资护士等

群体的职业规划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3.2 组织因素

3.2.1 绩效的合理分配 男护士凭借体力与操作

能力的优势，以及不受怀孕与分娩等生理因素的影

响，常被分配至手术室、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等高强

度临床科室[2]。自 2016 年国家实施“二孩”政策以

来，护理队伍因孕产假增加而面临更大的工作与人

力压力，男护士因此承担了更多任务。同时，作为

家庭经济支柱的男护士也面临较高的经济压力，合

理薪酬成为其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胡宇凡等[11]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收入满意度与男护士职

业生涯规划呈正相关，收入越高，职业规划越清

晰、积极。Zhang 等[20]的质性研究也指出，低收入

是男护士缺乏职业热情甚至离职的主要原因，提

高薪酬成为普遍诉求。因此，高强度工作与薪酬

待遇对男护士职业稳定性和发展至关重要。医院

管理者应根据岗位强度合理分配绩效，从收入层面

体现男护士的劳动价值，以激励其稳定从业并积极

规划职业发展。

3.2.2 护士职业生涯的管理 梁玉锋等[9]通过问卷

调查发现，中级职称男护士的职业规划得分低于初

级职称护士，可能因晋升高级职称难度较大，许多护

士因此止步于此，进入职业平台期。同时，职业规划

培训与教育的不足也使他们在专业发展中迷失方

向。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

组织管理者、护理部门和护理人员共同参与，通过规

划活动实现个人与组织目标的统一[21]。因此，护理

管理者对有工作经验的男护士应提供必要的引导

与支持，帮助其明确职业目标并实现职业理想。

3.3 社会因素 公众对男护士的职业刻板印象

社会对男护士的刻板印象依然普遍，包括对其专业

能力及男性形象的质疑[22]。大多数社会群体仍认为

护理是女性适合的职业，使男护士容易被贴上负面

标签[23]。在中国，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认为护理是女性的职业领域，导致男护士面

临显著的负面心理体验[4]。这种偏见不仅增加了他

们的心理压力，还削弱了职业认同感，甚至引发抑

郁等心理问题，降低职业稳定性，阻碍职业发展并

提高男护士流失率。因此，社会对男护士的刻板印

象是历史问题，是全球性问题，这不仅限制其职业

成长，也对护理行业整体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4 提高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相关措施

4.1 积极探索提高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水平的有

效方法 贾玉臻等[24]采用基于叙事理念的团体辅

导对 42 名男护士进行为期 3 周的职业生涯规划

辅导，结果显示干预后男护士在职业生涯规划总

分及职业目标、继续学习、自我展示等维度均显著

提升。李真等[25]设计了一套包含职业规划、技能

提升、能力培养与团队建设的培养方案，对 109 名

男护士进行干预后，结果显示科学管理与培养能够

显著提升其职业认同感并促进职业发展。Wyllie
等[26]通过对 11 名科研护士的访谈指出，优秀导师

在职业生涯早期的引导至关重要，能够帮助护士找

到合适的发展路径。科学辅导方法、针对性培养方

案及导师制度的建立均对提升男护士职业规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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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具有现实意义。

4.2 积极拓宽男护士在未来职业发展的从业渠

道 Sanders等[27]提出，当护士能够充分发挥能力与

潜力时，不仅会选择留在护理行业，还能在职业生

涯中实现成长与突破。目前，国外男护士的职业领

域正不断拓展，涉及临床护理、疾病预防、科研、管

理和养老服务等多个领域[28]。相比之下，我国男护

士的职业领域较为集中，在晋升与职业发展上受到

限制，发展前景模糊，且医院管理层对男护士的培

养重视不足[29]。因此，国内医院应加强男护士职业

发展规划的引导，帮助其明确发展方向，并拓宽职

业发展渠道，如支持其成为专科护士、科研人员或

护理管理者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职业认同感和

满意度，也能增强护理团队的稳定性，推动男护士

在护理行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4.3 树立并宣传男护士积极正面的公众形象 为

提升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医院管理层与男护士应

共同挖掘其在动手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的职业优

势，并通过展示在重大事件中的正能量故事（如疫

情中的勇担责任），提高社会认可度。这些宣传可

通过传统媒体、自媒体、院内手册及官网等渠道进

行。此外，医院应为男护士提供平台与机会，鼓励

其定期开展专题讲座，树立榜样，突出其在护理工

作中的独特优势。通过这些举措，能逐步消除性别

刻板印象，改善社会对男护士职业的偏见，为其职

业发展创造更友好的环境。

4.4 建立各级男护士组织联盟，增加朋辈辅

导 2014年，中华护理学会成立了男护士工作委员

会，各省市积极响应，成立了各级男护士工作小组。

一些大型医院也设立了内部男护士小组，这些组织

为男护士的专业发展搭建了重要平台，提升了其形

象与职业影响力。程艮等[29]对 10 676 名男护士的

调查显示，1 642 名受访者希望获得更多朋辈支持，

并强调差异化需求的理解。为满足这些需求，各级

男护士组织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榜样示范、经验

分享、宣讲会、座谈会等形式，为男护士提供职业发

展指导。通过这些举措，男护士组织不仅能够为同

行提供支持，也能帮助其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增强

职业信心，促进队伍的稳定与成长。

4.5 根据职业生涯规划的不同阶段进行针对性的

帮扶与引导 Chang等[30]将护士的职业生涯划分为

探究、确立、维持和下降四个阶段。目前，大多数研

究主要聚焦于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及影响

因素，尚未细化各阶段的研究。对于处于探究阶段

的男护士，应提供更全面的入职培训与职业选择支

持；处于确立阶段的男护士，应加强专科培训与继

续教育；处于维持阶段的男护士，应通过职业成就

认可和多样化发展机会维持热情；处于下降阶段的

男护士，应帮助其提升职业归属感。针对性帮助不

同阶段的男护士，将更有效支持其职业发展，提升

护理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水平。

4.6 男护士的职业生涯规划应当尽早进行干

预 尽管男护士注册人数持续增加，但其职业流失

率依然较高，主要原因之一是男护生的职业认同感

较低，且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起步较晚[31]。提高男护

士职业生涯规划应从学生时期入手，采取职业规划

小组、树立榜样、开展团体辅导等方法，增强男护生

的职业认同感与规划能力，从而长期稳定男护士队

伍，推动护理行业发展。

5 小结

随着护理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越来

越多男性加入护理行业。为充分发挥男护士在护

理工作中的作用并稳定队伍，需深入研究我国男护

士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数据

库检索，未发现国外学者对男护士职业生涯规划的

量化研究，可能是因为国外护理行业和教育发展较

早，男护士职业选择机会多，职业生涯规划水平较

高。相比之下，我国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学

者们致力于揭示男护士职业规划水平及其影响因

素。根据研究结果，医院管理者应结合我国国情与

男护士的职业特点，制定适合的干预措施，提升男

护士职业规划水平，帮助其明确发展路径，从而增

强队伍的稳定性。科学的规划与管理不仅能帮助

男护士取得职业成功，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护理事业

的发展，增强男护士在专业领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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