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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志愿动机的调查及医院志愿服务体系的思考

赵摇 龙1,杨秀木1,2,陈永侠3

[摘要]目的:调查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动机情况,探讨医院志愿服务体系的建立及如何有效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为完善医院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依据。 方法:采取随机抽样法,使用志愿动机量表,对某三甲医院 191 名护士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的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191 名调查对象中,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有 74 人(38. 7% ),未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有 117 人

(61. 3%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的护士在志愿动机量表 6 个维度和志愿动机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专科护士自

我保护维度的评分最高,其余依次为中专、本科及以上护士(P < 0. 05);专科护士在社会交往维度的评分最高,其余依次为本

科及以上、中专护士(P < 0. 05);自我保护维度、职业生涯维度和社会交往维度中,职称为护士评分均最高,其余依次为护师、
主管护师及以上(P < 0. 05)。 191 名护士在志愿动机量表 6 个维度的评分从高到低依次是:价值表达(4. 896 分) > 学习理解

(4. 830 分) >自我增强(4. 819 分) >职业生涯(4. 576 分) > 社会交往(4. 162 分) > 自我保护(4. 154 分)。 结论:护士志愿服

务动机呈现多元化特点,不同需求的护士选择志愿服务活动类型不同,但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频率较低,内容较为单一,志愿服

务普及率较低。 医院可以建立长期的志愿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志愿者培训机制,加大志愿服务组织的宣传,从而提高志愿服

务活动的频率与普及率,为社会提供专业的帮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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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voluntary motivation of nurses and thought
on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of hospital

ZHAO Long1,YANG Xiu鄄mu1,2,CHEN Yong鄄xia3

(1. School of Nursing,2.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3. Department of Nursi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motivation of the participating volunteer service of nurses in the tertiary hospitals,and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 of hospital and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voluntary service activities for providing the
basis in improving the hospital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Methods:The voluntary service activities of 191 nurse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motivation scale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Results: Among 191 respondents,74 people (38. 7% )
participated i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and 117 people(61. 3% ) did not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otal scores of six dimensions and motivation of the volunteer motivation scale in different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nurs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scores of self鄄protection dimension in junior college nurses,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nurse and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nurses were gradually decreasing. The score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in junior college nurses,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nurses and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nurse were gradually decreasing. The scores of self鄄protection,career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dimensions in primary nurse,intermediate nurse and senior nurse or above were gradually decreasing(P <
0. 05). The six dimensions scores of volunteer motivation scale in 191 nurses from high to low were the value expression(4. 896),
understanding(4. 830), self鄄enhancement (4. 819),occupation career (4. 576), social communciation (4. 162) and self鄄protection
(4. 154),respectively. Conclusions:The volunteer service motivation of nurses has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the nurses with different
needs choose different types of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but the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ng in voluntary service activities is low,the
content is relatively simple,and the popularity rate of voluntary service is low. The hospital can establish long鄄term volunteer service
system,improve the volunteer training mechanism,strengthen volunteer service organization publicity,which can improve the frequency

摇 摇 of popularity rate of volunteer service activities,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Key words] nurse;volunteer service;volunteer motivation;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status survey

摇 摇 《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定义:志愿者是指

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技能、时间等资

源,自愿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帮助和服务的人[1],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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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为义工、志工、志愿人员。 志愿服务体现了公民

的社会责任意识,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是新时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2]。 我国

的志愿者活动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几年各大国际盛

事在我国成功举办,志愿者和志愿服务活动在我国

成为焦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注册志愿者人数也逐渐递增。 截至 2011 年,我国注

册青年志愿者人数达到 3 392 万人,建立各类志愿

服务站 17. 5 万个[3]。 医院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提供

志愿服务的重要场所之一。 护理工作者拥有医学专

业知识和技能的优势,在健康保健和公共卫生应急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医院护

士参与志愿者服务现状和参与动机,为进一步建立

和完善卫生志愿者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2016 年 7 - 9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

方法,在本市某三甲医院内随机抽取 200 名护士进

行问卷调查,通过与护理部及科护士长沟通,以自愿

参与本次调查为原则,利用护士休息时间进行问卷

调查,所有问卷均当场发放,当场填写并回收。 共发

放问卷 200 份,实际收回问卷 191 份,回收率 95.
5% ,其中有效问卷 191 份,有效率 100% 。
1. 2摇 研究工具摇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和志愿动机量表两大部分。 问

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
1. 2. 1摇 一般人口社会学问卷摇 查阅文献,并根据本

研究的理论框架,自行编制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包

括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称等。
1. 2. 2摇 志愿动机量表摇 采用 CLARY 等于 1998 年

编制 的 志 愿 者 动 机 量 表, 量 表 包 括 自 我 保 护

(protective)、价值表达(values)、职业生涯(career)、
社会交往(social)、学习理解(understanding)与自我

增强(enhancement)等 6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5 个

条目,共计 30 个条目[4]。 其中自我保护维度包括

“不论我感到多糟糕,志愿者活动总能帮助我忘却

这些不愉快冶“参加志愿者活动后,我不再动不动就

感到孤单冶 “我通常会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幸运而感

到内疚,志愿者活动可以帮我克服这种感觉冶“志愿

者活动可以帮助我解决一些自身问题冶 “志愿者活

动可以让我逃避烦恼冶等 5 个条目,价值表达维度

包括“我关心那些没有我幸运的人冶“我从心底里关

注自己为之服务的群体冶 “我同情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们冶“我感到帮助别人很重要冶 “我能够为自己觉

得重要的事情付出冶等 5 个条目,职业生涯维度包

括“志愿者活动的经历可以为我喜欢的工作迈出第

一步冶“我可以为我的事业和生意接触到更多的人冶
“志愿者活动提供给我探索不同职业的机会冶“志愿

者活动会帮助我在已经(或将要)从事的职业中获

得成功冶“志愿者活动的经历会让我的简历增色冶等
5 个条目,社会交往维度包括“我的朋友中有一些志

愿者冶“和我关系近的人想要我成为志愿者冶 “我所

认识的人都和我一样对社区服务感兴趣冶 “和我关

系近的人对参与社区服务的人评价很高冶 “在我最

熟悉的人之中,做志愿者是她们重要的活动之一冶
等 5 个条目,学习理解维度包括“我可以更加了解

我所从事的志愿服务事业冶 “志愿者活动让我从新

的角度看待问题冶 “志愿者活动帮助我直接通过第

一手经验学到东西冶 “我可以学会如何和各种各样

的人打交道冶 “我可以发掘自己的优点冶等 5 个条

目,自我增强维度包括“志愿者活动让我感到自己

很重要冶“志愿者活动提升了我的自尊冶 “志愿者活

动让我觉得别人需要我冶 “志愿者活动让我对自己

感觉更好了冶 “志愿者活动是一种结交新朋友的方

式冶等 5 个条目。 每个项目采用 7 级评分制,从“对
我完全不重要冶到“对我非常重要冶,分别记 1 分到 7
分,每个维度的 5 个条目得分相加后再除以 5 计算

出此维度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此维度对志愿者

行为的驱动越明显。 本次研究所用的志愿动机量表

的 6 个分量表(自我保护、价值表达、职业生涯、社
会交 往、 学 习 理 解 与 自 我 增 强 ) 和 总 量 表 的

Cronbach忆s 琢 分别为 0. 897、0. 889、0. 887、0. 886、
0. 910、0. 915、0. 977。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一 般 情 况 摇 191 名调查对象中, 男 5 人

(2. 6% ),女 186 人(97. 4% );未婚 94 人(49. 2% ),
已婚 93 人(48. 7% ),其他 4 人(2. 1% );文化程度:
中专 5 人(2. 6% ),专科 104 人(54. 5% ),本科及以

上 82 人(42. 9% );职称:护士 91 人(47. 6% ),护师

61 人(31. 9% ),主管护师及以上 39 人(20. 4% )。
职务:护师 175 人(91. 6% ),护士长 /副护士长及以

上 16 人(8. 4% )。 191 名调查对象中,参加过志愿

服务活动的 74 人(38. 7% ),没有参加过志愿服务

活动的 117 人(61. 3% )。
2. 2摇 不同人口社会学背景护士志愿动机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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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的护士在志愿动机量表 6 个

维度和志愿动机总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不同文化程度的护士中,自我保护维度的评

分从高到低分别为:专科、中专、本科及以上(P <
0. 05);在社会交往维度的评分从高到低分别为:专
科、本科及以上、中专(P < 0. 05);不同职称的护士

中,自我保护维度、职业生涯维度和社会交往维度的

评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及以上

(P < 0. 05)。 护士在志愿动机量表 6 个维度的评分

从高到低依次为:价值表达(4. 896 分) > 学习理解

(4. 830 分) > 自我增强 (4. 819 分) > 职业生涯

(4. 576分) > 社会交往 (4. 162 分) > 自我保护

(4. 154分)(见表 1)。

表 1摇 不同人口社会学背景护士志愿动机评分比较

项目 n 自我保护 价值表达 职业生涯 社会交往 学习理解 自我增强 志愿动机总评分

性别

摇 男 5 6. 08 依 0. 63 摇 6. 22 依 0. 51 6. 29 依 0. 47 6. 12 依 0. 57 6. 60 依 0. 52 6. 29 依 0. 43 6. 17 依 0. 48

摇 女 186 5. 59 依 0. 11 6. 20 依 0. 96 5. 92 依 0. 10 5. 60 依 0. 11 6. 13 依 0. 10 6. 16 依 0. 99 5. 83 依 0. 09

摇 摇 t — 0. 82 0. 32 1. 11 1. 06 1. 05 0. 85 0. 9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婚姻状况

摇 未婚 94 5. 79 依 0. 15 摇 6. 26 依 0. 14 6. 11 依 0. 14 5. 80 依 0. 16 6. 33 依 0. 14 6. 29 依 0. 15 6. 01 依 0. 14

摇 已婚 93 4. 46 依 0. 15 6. 17 依 0. 13 5. 77 依 0. 14 5. 45 依 0. 14 5. 98 依 0. 13 6. 06 依 0. 13 5. 70 依 0. 12

摇 其他 4 4. 07 依 0. 48 5. 53 依 0. 10 5. 51 依 0. 10 5. 61 依 0. 11 5. 38 依 0. 26 5. 62 依 0. 10 4. 89 依 0. 47

摇 摇 F — 1. 70 0. 79 1. 42 1. 28 0. 50 0. 36 0. 87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MS组内 — 2. 079 1. 710 1. 835 2. 095 1. 730 1. 817 1. 599

文化程度

摇 中专 5 5. 37 依 0. 85 摇 6. 41 依 0. 72 5. 90 依 0. 69 5. 16 依 0. 72 5. 81 依 0. 54 5. 93 依 0. 58 5. 64 依 0. 62

摇 专科 104 5. 80 依 0. 14** 6. 30 依 0. 13 6. 02 依 0. 13 5. 87 依 0. 15** 6. 24 依 0. 12 6. 23 依 0. 13 5. 97 依 0. 12

摇 本科及以上 82 5. 33 依 0. 16* 6. 08 依 0. 14 5. 81 依 0. 16 5. 27 依 0. 15* 6. 02 依 0. 15 6. 09 依 0. 15 5. 66 依 0. 14

摇 摇 F — 2. 67 0. 43 1. 81 3. 03 1. 63 0. 74 1. 8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MS组内 — 2. 058 1. 716 1. 828 2. 057 1. 709 1. 810 1. 583

职称

摇 护士 91 5. 72 依 0. 16吟吟 摇 6. 25 依 0. 15 6. 02 依 0. 15 5. 74 依 0. 16 6. 28 依 0. 16 6. 28 依 0. 15 5. 96 依 0. 15

摇 护师 61 5. 55 依 0. 15** 6. 00 依 0. 15 5. 85 依 0. 14** 5. 57 依 0. 15** 5. 98 依 0. 13 6. 00 依 0. 14 5. 73 依 0. 13

摇 主管护师及以上 39 5. 27 依 0. 26吟* 6. 40 依 0. 21 5. 75 依 0. 25* 5. 30 依 0. 25* 6. 03 依 0. 22 6. 13 依 0. 23 5. 66 依 0. 21

摇 摇 F — 4. 01 0. 67 2. 60 2. 30 0. 44 0. 20 1. 04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MS组内 2. 030 1. 712 1. 813 2. 073 1. 731 1. 820 1. 596

摇 摇 q 检验:与专科学历、护师职称比较*P < 0. 05;与本科及以上学历、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比较**P < 0. 05;与护士职称比较吟P < 0. 05;与
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比较吟吟P < 0. 05

3摇 讨论

3. 1摇 文化程度、职称与志愿动机的关系摇 不同文化

程度的护士中,专科护士的自我保护维度评分要高

于中专和本科及以上护士,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护士

自我保护维度评分最低(P < 0. 05);专科文化程度

的护士在社会交往维度的评分最高,中专护士评分

最低(P < 0. 05);本次调查发现,志愿动机随着职称

的晋升而下降,尤其在自我保护、职业生涯和社会交

往方面,随着职称的晋升,护士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

肯定会随之增加,反之,初级职称的护士在繁忙的护

理工作中容易产生消极情感,因此,更愿意从参加志

愿活动中保护自己免除这种负面情绪;同时,为了晋

升等职业生涯,初级职称护士相比于高级职称护士

更愿意通过志愿活动积累经验和资本;在志愿活动

中,能够与更多的人交流,建立人际关系,得到社会

和他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忙碌的临床

护理工作中产生的消极情绪,这也是初级职称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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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动机高于高级职称护士的原因。
3. 2摇 护士志愿动机现状摇 191 名调查对象中,74 人

(38. 7% )曾经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类型

多为助老、助残、助医,这可能与护士本身职业有关,
在选择志愿服务时,首先选择的是自己具有优势的

服务类型,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去帮助他人。 本次调

查中,191 名调查对象在志愿动机量表 6 个维度的

评分从高到低依次是:价值表达(4. 896 分) > 学习

理解(4. 830 分) > 自我增强(4. 819 分) > 职业生

涯(4. 576 分) > 社会交往(4. 162 分) > 自我保护

(4. 154 分)。 6 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 4 分,表明护

士志愿服务动机多元化,护士在选择志愿服务活动

时并不是随机的,表明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称的护

士志愿服务动机不同,希望通过志愿服务提升自身

某方面的能力和满足自身某种需求亦不同,而志愿

服务动机的满足,也能够激励护士继续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
3. 3 摇 志愿服务活动对护士的影响 摇 有研究[5] 指

出,志愿活动对于提高专业价值观有推动作用。 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使护士在实践中加深护

理对健康的作用和意义,有利于推动专业伦理道德

建设,同时,对于护士专业价值观的认同也有促进作

用。 志愿服务活动培养了护理人员的奉献精神和服

务能力,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能够提升护士的思想境界,有利于他们提

升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6],
对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3. 4摇 建立长期有效的医院志愿服务体系摇 本次调

查可知,护士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较低,志愿服务内

容较单一。 众所周知,护士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工作

强度大,工作时间不稳定,很多护理工作者同时承担

临床、带教、科研的工作,难以随机抽出时间参与志

愿服务,同时,受护士工作特殊性所致,护士在获得

志愿服务活动的信息方面有一定的限制。 有研究指

出,建立长期有效的医院志愿服务体系,负责志愿者

的招募、培训、督导和评估,有利于医院志愿者服务

的持续发展[7]。 在医院组织内建立志愿服务机构,
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宣传,充分利用医院的自身资

源,为有意愿参与志愿服务的医务工作者提供相关

信息,从志愿者的自身特点和工作情况考虑,为志愿

者安排参与相应的志愿服务,并进行培训、督导和评

估,同时,医院内的志愿服务活动可以与患者进行结

对,在患者中,选择志愿服务对象,从入院、住院治

疗,到出院恢复,组织一体化的跟踪志愿服务,一方

面能够充分发挥医务工作者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

对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也有着促进作用。 志愿组

织者需要根据医院志愿者自身工作性质,探索符合

医院志愿者工作特点的志愿模式。
3. 5摇 建立健全志愿者培训机制摇 如同新进医务工

作者需要接受岗前培训一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

人员同样要进行志愿服务前的统一培训。 培训内容

依据所要进行的志愿服务而定,要求志愿者学习相

关知识和技能,保证服务活动顺利进行。 同时,要进

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志愿服务注意事项等的培训,
在志愿服务中规避风险,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摩擦。
在培训中要贯彻“友爱、奉献、互助、进步冶的志愿精

神[8],强调志愿服务的宗旨,要求志愿者将志愿精

神内化于心,在志愿服务活动中以自身技能全心全

意为服务对象服务。
3. 6摇 加大志愿服务的宣传,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摇 利用当代互联网的优势,加大志愿服务活动的宣

传,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服务,
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志

愿服务小组微信群、QQ 群等,方便小组成员的联

系;设立群管理者,随时发布志愿服务活动信息,解
决了护士因为工作繁忙困于获得相关信息的问题;
同时,群内也可以设置讨论区,方便群成员对志愿服

务活动提出建议。 群组的建立可以提高成员的归属

感,不仅利于志愿服务信息的传播,也为志愿者相互

交流建立了一个平台。
志愿行动表达了社会成员对人本生活的向往,

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参与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促进

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9 - 10]。 志愿者通过

志愿服务活动,在帮助他人的基础上,也能够拓展自

身知识和阅历,增强个人技能,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

价值。 建立有效的志愿服务组织机构,完善志愿者

管理体系,规范志愿服务活动,同时,根据志愿者的

不同特点和优势,为其安排相应的志愿服务岗位和

任务,提高志愿者的服务实践能力,帮助志愿者树立

正确完整的角色定位,体会志愿服务的价值所在,通
过志愿服务提高志愿者的专业价值观,对我国志愿

者服务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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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三级医院护士组织认同与志愿行为的关系研究

徐摇 燕1,孟摇 贝2,郭宏艳3,4,王摇 金5,杨秀木1,4

[摘要]目的:研究某市三级医院护士组织认同、志愿行为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便利整群抽样的方法,使用

《组织认同量表》和《志愿行为问卷》,对 242 名三级医院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既往参加过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的 88 人

(36. 4% ),从未参加过志愿活动的 154 人(63. 6% );组织认同评分为(31. 83 依 5. 27)分,志愿行为评分为(2. 20 依 1. 09)分;护
理管理者的组织认同评分显著高于护士(P < 0. 01),逸36 岁的护士组织认同评分高于 26 ~ 35 年龄段的护士(P < 0. 01),工作

时间 6 ~ 10 年的护士组织认同评分最低(P < 0. 01),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的护士组织认同评分大于护师(P < 0. 05);护理管理

者的志愿行为评分显著高于护士(P < 0. 01);护士组织认同与志愿行为成显著正相关关系( r = 0. 230,P < 0. 01)。 结论:三级

医院护士组织认同较积极,志愿行为情况不乐观;组织认同对志愿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护理管理者应着力进一步提高

护士的组织认同,促使护士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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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voluntary behavior of nurse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XU Yan1,MENG Bei2,GUO Hong鄄yan3,4,YANG Yan5,XU Cui鄄fang6,WANG Jin5,YANG Xiu鄄mu1,4

(1. School of Nursing,4.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2. School of Nursing,Xin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Xinyang He忆nan 464000;3. 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5.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uaibe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uaibei Anhui 235000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voluntary behavior of nurses in a tertiary hospital,and its
relationship. Methods:Two hundred and forty鄄two nurses from tertiary hospital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scale" and " volunta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convenienc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Results: The participators
included 88 nurses(36. 4% ) attending various volunteer activities and 154 nurses(63. 6% ) never taking part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The score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voluntary behavior were(31. 83 依 5. 27) and (2. 20 依 1. 09),respectively. The scor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nursing manag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urses(P < 0. 01),the score of organizational

摇 摇 摇 identification in more than or equal to 36 years old nurs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26 to 35 years old nurses(P <
0. 01),the scor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nurses with
working time for 6 to 10 years was the lowest,and the scor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nurse鄄in鄄charge and above title
nurse was more than that in senior nurse(P < 0. 05). The score
of voluntary behavior in nursing manag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urses ( P < 0. 01 ).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nurse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voluntary behavior( r = 0. 230,P < 0. 01). Conclusions: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nurses from tertiar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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