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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專科護生對護理專業的承諾及其

相關因素。研究對象為某醫專護理科應屆畢業學生，共 548

人。資料收集工具為“護生專業承諾量表" ，由學生自答。所

得的資料以 Pearson Correlation 、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等統計方法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 (1)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平均分數為 2.82

分，具中上程度 (2)就讀護理之原因中，以自己意願就讀之

護生護理專業承諾最高，其次為父母之期望，最低為其他

因素 (3)護生之人格特質、生涯興趣、護理角色感覺及就讀

護理原因，與護理專業承諾呈正相閱 (4)護生之生涯興趣、

護理角色感覺、及就讀護理原因，對其護理專業承諾有顯

著的預測性。

依研究結果提出建議:(1)學校在護生一入學時，即應、舉

行興趣、性向、人格等測驗，並輔導護生認識自我。 (2)學

校與教師應多注意護生對護理概念的轉變，並著重護生人
格特質的輔導。

關鍵字:護生、護理專業承諾、家庭背景、學制、護

理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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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nursing students in a junior college and its 
relevant factors. A total of 548 stud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Pearson' s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nursing 
students exhibited a medium-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he average score was 2.82. (2) The students who 
chose nursing as a career of their own accord showed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3) The students' personality, 
aptitude, nurse role perception and chose nursing as a career of 
their own accord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4)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it 
also showed that aptitude, nurse role perception and chose 
nursing as a career of their own accord were the predictors of 
nursing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he implications for nursing education and hospitalwere 
suggested. 

Key words: nursing students, nursing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family background, 
nurse role perception, aptitude, 
personality, academic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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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 研究問題的發展

第一節研究背景

1.承諾的意義

依據韋氏字典的解釋，承諾( commitment ) ，具
有三種意義:即做( to do ) ，信任( to give in trust ) , 
和允諾或保證( to promise or to pledge )。

Mowday 等 (1979) 認為承諾是指個人對特定對

象的認定與投入。李氏(民 82 年)認為承諾乃是針

對認同之對象，兼具知、情、意的投入心向，具有工

作性、情感性及道德規範性的一致性行動傾向。

綜合上述，承諾可被解釋為: (1) 是一種高層次

的態度 (2) 有一認同的對象 (3) 對此一對象有清楚

的認知和深厚的感情 (4) 將此對象內化於自我概念

中。

2.專業承諾和護理專業承諾的概念

Morrow (1 983) 曾指出:專業承諾與組織承諾有

密切的關係。 Arrany 等( 1981) 認為專業承諾包含

下列三層面: (1) 堅定的信仰與接受專業的目標和價

值 (2) 願為專業付出更多的心力 (3) 渴望繼續成為
該專業的一份子。所以，護理的專業承諾乃是對護理

專業的目標、價值及規範等的認知和投入之心向。它

包含四個層面: (1)為護理專業努力的意願 (2) 為護

理專業生涯涉入的意願 (3)對護理專業生涯有正向

的評價 (4) 認同護理專業。



第二節問題陳述

由於科技與醫療的進步，加上經濟繁榮，使得台

灣老年人口、慢性疾病和殘障病患人口數目增加，病

患意識的抬頭，未來台灣對護理人員的質與量，皆有

提高之需求。

然而，目前台灣的護理就業市場，總是基層的護

理人員不足。雖然在護理教育方面，已陸續開放二專、

二技、四技、專科後學士班、空中大學等學制，每年

的護理畢業生增多不少，但護生畢業後，仍以升學為

主要目標，工作僅為次要或暫時的計畫，有的甚至不

從事護理相關之工作。

應屆畢業護生是護理人力市場的最主要來源，其

應可改善護理人員之不足及流失現象(呂氏，民 87) 。

然而，以研究者身為多年之護理教育工作者，並擔任

五專護理科的導師，目睹護生經過一年的醫院實習，

自校後感到身心俱疲，絕大部份護生還是表示:在學

校當學生最幸福。她們除了在畢業前夕要面臨檢核考

試的壓力，叉要遭受選擇升學或就業的困擾與惶恐。

根據陳氏等(民 81)研究指出，護生在畢業半年

後，仍從事護理工作者，僅佔領照人數的 61% 。以

研究者任教的學校為例，護理科五專生畢業後的就業

率近三年分別為: 84 年 85.5% 、 85 年 82.6% 、 86 年 82.4
%。而二專護理科畢業生的就業率近三年分別為: 84 
年 94.0% 、 85 年 90.5% 、 86 年 89.5% '皆有降低的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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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衛生署的統計，目前國內每年約有 14000

名護理畢業生。然而，以護理實務的護理人力市場狀

況，衛生署統計至民國 83 年底之全國護理執業人
數，僅佔護理領照人數的 61% 。近十年來，國內醫

療院所中，護理人員的離職率達 35% (湯氏，民 83) 。

由民國 74 年至今，護理人力每年以 8%的速度在流
失中，尚有 63% 正在工作的護理人員，打算改變工

作(棟氏，民 81 )。

最近此種高流動的情況，造成護理人員質與量的

不穩定，成為教育成本的耗損，醫護機構資源的浪費，

並影響護理的品質。而且，由於社會的變遷，醫療環

境的改變，全民健保的全面實施，護理人力的需求勢

必會不斷的增加。因此，護理人員質與量並重，是當

前刻不容緩的問題。

而青春晚期和成年前期，正是對所選擇之生涯承

諾的發展階段(饒氏，民的)。所以，了解影響護生

的專業承諾是鞏固護理人力重要的一步( Mays etc. 
1968 )。護生經過數年的護理教育後，其對護理專業
的認同如何?護生對護理專業和護理生涯的執著看法

叉如何呢?

本研究希望藉著探討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來了

解護生對自己的護理專業和生涯之看法，及其影響因

素，以作為未來護理教育和護理人力進一步探討及改

進的參考。

3 



第三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下列各項:

1.了解專科護生的護理承諾。

2.探討專科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與其家庭背

景、學制、護理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

涯興趣、學業成績之相關性。

3.探討專科護生的護理角色感覺、人格特質、

生涯興趣、學業成績對其護理專業承諾之

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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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重要性

1.藉由此次調查研究，了解專科護生對護理

專業的承諾及其相關因素，以作為學校、

醫院臨床指導教師和醫院實習單位，在教

學及輔導護生上的參考。

2.了解影響專科護生護理專業承諾的相關因

素:家庭背景、學制、護理角色感覺、人

格特質、生涯興趣和學業成績。可在教學

時，配合個別護生的需求，予以安排相關

專業課程來選修。

3.此次調查結果，可以提供教育和輔導單位，

在教導專科護生時，做好生涯規劃。亦可

提供給醫院實習單位，應重視護生是未來

護理人力的生力軍，而多給予關懷與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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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概念架構

專科護生畢業後，是否從事護理闋的工作，與其

護理專業承諾是不可分的。而護生的家庭背景(包括:

其父母之教育程度和職業)、就讀學制(包括:二專和五

專)、對護理的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

業成績等，皆會影響其對護理的專業承諾(呂氏，民

87) 。依據呂氏(民 87)研究指出:護生的人格特質和學

業成績，對專業承諾有預測力。所以，護生的人格特

質是影響護生護理專業承諾極重要的變項。

所以，本研究以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就讀學制、

對護理的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

為自變項，以護理專業承諾為依變項，來探討各自變

項與依變項(護理專業承諾)的關係，及自變項透過彼

此之關係，對依變項(護理專業承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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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理

專
業
承
諾

圖一家庭背景、學制、護理角色感覺、人格特質、

生涯興趣、學業成績均是影響護理專業承諾的

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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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研究假設

依據概念架構，所擬定之研究假設如下:

1.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學制、護理角色感

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與護
理專業承諾有相關。

2.由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學制、護理角色

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可

預測護生對護理的專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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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名詞解釋

1.護生:本研究所指的護生，是中部某醫專

的二專與五專護理科的學生。

2.護理專業承諾:是指個人為所受過訓練的

護理專業努力，使之更進步，認同此護理

專業的目標與價值觀，並渴望繼續從事此

項護理專業。專業承諾包括四個層面: (1) 

為專業努力意願 (2) 專業生涯涉入意願
(3) 專業生涯評價 (4) 專業價值認同。

3.家庭背景:是指護生的父母親之教育程度

與職業類別。

4.學制:為國內護理專科學校中之二專與五

專。

5.護理角色感覺:為護生自己認為護理人員

在社會的地位。

6.人格特質:分為

A 型(性格中向、社會適應普通、情緒穩定

中等)
B 型CI生格外向、社會適應不良、情緒不穩

定)

C 型CI生格內向、社會適應良好、情緒穩定)

D 型(性格外向、社會適應良好、情緒穩定)

E 型(性格內向、社會適應欠佳、情緒不穩

定)

F 型(無法分類)。

7.生涯興趣:是指護生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

中，比較喜歡從事的工作類別。

8.學業成績:為應屆畢業班二專與五專護生

之最後一學期學業成績的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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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查證

本章節是根據研究主題、目的和概念架構做文獻

探討，共包括:護理專業承諾，護生之家庭背景、學

制、護生對護理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

業成績與護理專業承諾的相關性。

承諾是一種內化的過程，所以難免會受到一些內

在特質、家庭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鄧氏(民 83) 的

研究中，以五專 399 位護生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

顯示:護生成就動機愈高，對護理專業的承諾也愈高。

在其人格特質中，愈是能面對挑戰、喜好努力工作者，

其對護理專業承諾也愈高 o 護生之競爭性愈高者，其

為護理專業努力的意願也愈高，但其任職護理工作的

傾向則愈低。護生的成就動機和工作特性，對護理專

業承諾具有預測力(p < 0.05) 。

而於呂氏(民 87)的研究中，其研究對象為 2978

名專科護生，資料收集工具為護理專業承諾量表，由

學生自答。此研究結果顯示護生就讀護理歸因中，以

個人意願就讀之護生，其護理專業承諾最高。而社會

適應量良好、情緒穩定、外向等人格特質的護生，其

處事性向能力較高，而對護理角色感覺較好的護生，

其護理專業承諾較高。家庭背景中，父親和母親教育

程度較高的護生，其護理專業承諾較低。呂氏在此

研究中並發現:護生的人格特質、學業成績和護理角

色感覺，對其護理專業承諾，有顯著的預測力，而且

人格特質是影響護生對護理專業承諾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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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及興趣性向在個人生涯抉擇中，也具有

其影響力。 Dunkelberger etc. (1984) 的調查研究中，
以全美圓高中生為樣本，做縱慣性的調查研究，了解

這群高中生對於護理行業的期待和參與之看法。其研

究以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從高中時

代到成為護士就對護理專業一直較執著的護理人員，

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興趣性向能力較高。此研究也

顯示:這些高中生的社會經濟狀況、本身的態度和職

業選擇的時機，皆會影響其是否選擇護理行業的重要

因素 (p < 0.01 )。
Connelly (1970) 的研究指出:大專護生承諾於護

理生涯的主要原因是個人希望成為護士，而此過程受

父母影響最大。而學制、成績、社會階級、進入護理

行業的動機和經濟來源等，都被指出是影響護生專業

承諾的因素(Young 1980) 。

French etc. ( 1994 )的研究中，以 Pakistan 114 位

護理人員進行調查研究，用開放式問題進行半結構式

的會談，以了解這些護理人員為何選擇護理工作的原

因。結果顯示:超過 90%的護理人員是受到家人或親

友的支持，才選擇護理專業的。而且家人(尤其是父

母親)是影響她們選擇護理工作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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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指出，專業承諾的重要性，它可以用來

作為預測員工的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缺勤和離職

行為的指標(自氏，民 75 ) 0 Moskowitz etc. (1986) , 
的研究中，採用橫斷面調查設計，以郵寄問卷方式，

了解美國各州衛生機構中的工作人員之專業承諾和其

專業態度以及工作滿意情形。此研究結果顯示:機構

中的工作人員專業承諾得分與其工作滿意度，兩者有

顯著差異(F=1 1.98 df=3 P<O.OOl) 。且文中亦指
出，工作人員的專業承諾會影響其專業態度和對組織

的承諾。

綜合上面所述，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會影響其

未來的專業承諾和在組織內工作態度。而個人性向、

成績、就讀歸因、家庭背景、學制和護理角色感覺等，

是影響護理專業承諾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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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本章節中將描述的內容，包括:研究設計、研究

工具內容與信效度、實施步驟、研究對象、資料收集、

促進回收率、資料分析法、研究對象之保護措施和研

究假說。

第一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自填問卷方式，調查台中市某醫專二專

和五專護理科應屆畢業生的護理專業承諾及其影響因

素，和其之間的相關性。因此，所採用的研究設計為

描述性相關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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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採結構式問卷，包括:

1護生之基本資料(見附錄一)

2護生之護理專業承諾量表(見附錄二)

研究工具內容，包括:護生之基本資料、護生之

護理專業承諾量表。

1護生之基本資料

研究者係經文獻查證，擬定可能影響專

科護生護理專業承諾之因素。自變項包括:

(1) 學制m二專、五專 (2) 家庭背景且護生之

父母親教育程度、職業類別 (3) 護生之護

理角色感覺 (4) 人格特質 (5) 生涯興趣 (6)

學業成績。

2護生之護理專業承諾量表

此量表係參照鄧式(民 83)與呂氏(民 86)

發展之"護生之護理專業承諾量表"其量

表是測量專科護生之護理專業承諾，總共

3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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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表採用的效度檢定有: (1) 專家內容效度。

主要專家包括:護理教育主管、技職教育專家、心理

學者、臨床護理人員和主管、護理教師和生涯輔導教

師 (2) 建構效度。以 200 位專科四年級護生作前趨

測試，題目取樣適用性檢定指標為 0.88 ， P<O.1 。信

度檢定有: (1)以 50 位護生為對象，隔 3 週之後再測

信度，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O.鈣 'P<O.OI (2) 內在一

致性，每一題與其餘題目總分的相關係數大於 2.0 ' 

且 Cro的ach'sα 為 0.93

此研究量表，共 35 題，內容包括:

(1)護生為護理專業努力的意願 (1-的題)

(2)護理專業生涯涉入的意願 (16-24 題)

(3)護理生涯的評價 (25-29 題)

(4)護理專業的價值認同 (30-35 題)

此量表採 Likert Scale 4 分法計分。 "1"表示非常

不確定，“2"表示不確定，“3"表示確定，“4"表示非

常確定。分數愈高，表示專業承諾愈高，滿分為 140

分。

15 



第三節研究實施步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台中市某醫專護理科二專

與五專之應屆畢業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二專護理科應

屆畢業生 285 人，五專護理科應屆畢業生 306 人，共
591 人.因請假有 9 人，未回覆者有 34 人，故有效回

收問卷為 548 份，回收率為 92.7% 。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資料收集分成預測和正式研究兩階段進

于丁 。
1.預測研究

本預測研究目的為(1)檢查研究量表措

辭的適當性 (2) 估計完成此間卷量表之時

問及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3)檢定此問卷量表

的信度。於民圓 88 年 2 月 23 日至 88 年 3

月 12 日完成預測之資料收集。

2.正式研究
依據預測結果修訂部份問卷內容後，以

台中市某醫專護理科應屆畢業生為對象，

共 591 人。利用各班空堂一節 50 分鐘的時

間，進行各班級填寫問卷方式。由研究者

親自發給受測護生問卷，並說明填寫方式。

當問卷填寫完畢，由護生白行放入空白信

封，投至回收之空箱，以減少干擾變數之

產生。於民國 88 年 3 月 15 日至 88 年 4 月

15 日完成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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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回收率

研究者於護生填寫問卷量表時，親自到受測班級

解釋此研究目的、用途、重要性和受測護生的保護措

施，即以匿名方式來填寫問卷。研究者親自將每一份

問卷發至1護生手上，以示尊重護生的配合。在 50 分

鐘內讓護生有很充分的時間來填寫問卷，護生填寫完

畢時，可自行放入空白信封，投至回收之空箱，即可

自行離去。

四、資料分析法

問卷回收後，將所得資料整理、譯碼輸入電腦，

重複核對後，以 SPSS for Window 7.0 作統計分析。
1.描述性統計:進行分析以百分比、平均值、標

準差，描述護生的個人基本資料。

2. 推論性統計:以 Pearson 相閱 (Pearson's

Correlation) 逐步回歸(Stepwise Regression)等方式

來分析白變項與依變項問複雜的關係及其預測性。以

驗證前面二項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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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對象之保護措施

本研究經由學校主管和護生當事人的同意後，自

研究者親自向受測護生詳細說明對研究對象之保護措

施項目。包括如下:

1.研究計畫、目的、用途、過程和取樣來源。

2.此研究為志願參加，不受到任何處罰。

3.不管有否參與本研究者，與妳的成績考核

無關。

4.問卷完成之後，由受測者自行投入回收空

箱，以保障受測者之隱私。

5.參加本研究以匿名方式，所提供之資料，

只純供本研究使用。只有研究者得到此問

卷資料，並絕對保密，且不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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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假定

1.研究對象皆能清楚了解研究目的、用途和

參加本研究時的人權之保護措施。且是出

於主動、樂意、安心的參與本研究。

2.研究對象能充分了解問卷之內容措辭、語

句、填答方式，並能在充分時間下完成。

3.研究對象能真實且專心回答問卷的問題，

未與任何人互相討論或查閱書籍，並無其

他外在干擾下，完成此問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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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結果

資料經統計分析，將研究所得的結果，分成以下
四節來說明:

第一節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分析

第二節 專科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量表得分情形

第三節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學制、護理角色

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

與其護理專業承諾之相關性。

第四節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學制、護理角色

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

對護理專業承諾之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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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分析

在 548 位研究對象的專科護生基本資料中，由表

一中得知，本研究對象有二專護生 255 位(佔 46.5%) , 
五專護生 293 位(佔 53.5%) ，共 548 位。

本研究對象的家庭背景中，母親教育程度以小學

為最多，佔 44.3% '其次為高(中)職，佔 13.4%。

父親教育程度則以高(中)職為最多，佔 28.5% 。一

般而言，父親的教育程度比母親的教育程度高。而

母親職業中以家庭管理為最多，佔 44.3%。父親職業

則以工為最多，佔 36.3% 。

其就讀護理原因中，以自己的意願為最多，佔

30% '其次為父母的期望，佔 30.3%。而本研究護生
的人格特質中以 A 型(性格中向、社會適應、普通、情

緒穩定性中等)為最多，佔 57.7% '其次為 D 型(性格
外向、社會適應良好、情緒穩定) ，佔 20.3%。學業

成績，則以 80 分至未滿 90 分為最多，佔 46.4% '其

次為 70 分至未滿 80 分，佔 42.3% 0 (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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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N=548) 
變項 人數(N) 百分比(%)

學制

二專 255 46.5 

五專 293 53.5 

母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或以上 0.2 

大專 34 6.2 

高(中)職 128 23 .4 

初(國)中 127 23.2 

小學 243 44 .3 

不識字 15 2.7 

父親教育程度

e 研究所或以上 5 0.9 

大專 97 17.7 

高(中)職 156 28.5 

初(國)中 131 23.9 

小學 154 28.1 

不識字 5 0.9 

母親職業

軍公教 25 4.6 

自由業 42 7.7 

工 126 23.0 

商 72 13.1 

農 20 3.6 

家管 243 44.3 

其他 20 3.6 

父親職業

軍公教 74 13.5 

自由業 42 7.7 

工 199 36.3 

商 129 23.5 

農 54 9.9 

家管 23 4.2 

其他 2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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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續) 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N=548) 
變項 人數(N) 百分比例)

就讀護理原因

父母親的期望 166 30.3 

親朋的期望 9 1.6 

自己的意願 170 31.0 

考試分發 96 17.5 

找工作較容易 101 18.4 

其他 6 1.1 

人格特質

A型 316 57.7 

B 塑 19 3.5 

C型 71 13.0 

D 型 111 20.3 

E 型 20 3.6 

其他 11 2.0 

學業成績

‘ 60 分以下 0.2 

60 分至未滿 70 分 47 8.6 

70 分至未滿 80 分 232 42.3 

80 分至未滿 90 分 254 46.4 

90 分或以上 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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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專科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量表得分

情形

由表二中，全體研究對象的專科護生之護理專業

承諾得分，總平均分數為 98.58 分，每題平均得分為
2.82 分，接近於"確定"的程度。
護理專業承諾的四項因素中，最高為因素四"專

業價值認同" ，平均 3 .1 0 分。最低為因素一"為專業

努力意顧"，平均 2.53 分。

表二護理專業承諾量表得分情形

變項 題號題數每題平均得分平均值標準差
專業承諾: 1-35 35 2.82 98.58 14.90 

一、為專業努力意願 卜的 15 2.53 37.89 7.63 
二、生涯涉入意願 16-24 9 2.97 26.77 4.23 
一、專業生涯評價 25-29 5 3.06 15.92 2.51 
四、專業價值認同 30-35 6 3.1 0 18.62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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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護生之護理專業承諾量表各題得分情形(N=548)

題號 !有 容 平均值 標準差

從事護理工作將能實踐我的人生理想 2.46 0.71 

2. 從事護理工作將使我能達成自我實現的目標 2.48 0.70 

3. 我喜歡和家人或親友談我所學的護理. 2.65 0.73 

4. 對我而言護理將是我所能服務之工作中最好的一種 2.50 0.72 

5. 我會對我的親友說:護理是個相當理想的工作 2.57 0.73 

6. 我已自許為是護理界的一份子. 2.65 0.73 

7. 未來我對護理的努力或投入將影響護理界的發展. 2.31 0.69 

8. 未來我工作的大多數時間，將從事護理專業工作 2.46 0.78 

9. 我願終身從事護理工作. 2.06 0.72 

10. 護理工作是值得我從事的行業. 2.72 0.72 

11. 我喜歡和其他科的同學談我所學的護理. 2.60 0.68 

12. 未來若要繼續進修或深造，我將追求更高深的護理知識 2.67 0.82 

13. 我喜歡向老師或年長之護理人員請教護理方面的議題. 2.48 0.69 

14. 我願意為護理專業的發展盡一己之力. 2.71 0.67 

15. 我覺得護理界與我是榮辱與共的. 2.58 0.71 

16. 未來若要繼續進修或深造，我將讀與護理有闋的學科知識 2.62 0.81 

17. 我喜歡護理. 2.60 0.73 

18. 畢業後，我將從事護理工作 3.34 0.62 

19. 畢業後的五年內，我會從事護理工作或進修 2.97 0.73 

20. 我勇於告訴別人我讀的是護理. 3.73 0.48 

21. 有機會我一定不會轉到其他學科系. 2.85 0.86 

22. 長期從事護理工作，會有很大的益處 2.72 0.69 

23. 未來我工作的大多數時間，將從事與護理有關的工作 2.60 0.74 

24. 我當初來唸護理顯然是件正確的事. 3.34 0.68 

25. 我覺得護理工作很有意思. 3.31 0.67 

26. 我覺得護理人員很有地位. 3.16 0.73 

27. 我覺得護理專業很有發展，性. 3.27 0.67 

28. 我很慶幸當年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我選擇了讀護理 2.69 0.74 

29. 我完全接受“護理是一種統合科學與藝術的專業“這句話 2.89 0.69 

30. 護理專業發展的好壤，將影響我的未來 2.82 0.66 

31. 藉由護理工作幫助他人，是很有意義的 3.22 0.64 

32. 我十分關心護理專業的發展 2.72 0.69 

33. 我喜歡和本科同學或學姊討論護理方面的議題 3.28 0.64 

34. 護理工作對人類社會具有明顯實質的貢獻 3.16 0.67 

35. 長期從事護理臨床工作，是很有出息的- 3.42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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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學制、護理

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

與其護理專業承諾之相關性

基本資料與護理專業承諾之相關性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檢定基本資料與

護理專業承諾之相關性。基本資料包括:學制、家庭

背景(母親教育程度、父親教育程度、母親職業、父

親職業)、護理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

業成績。在分析前，凡是類別變項者，均先轉換為擬

似變項(dummy variable) 。

結果為: (1) 就讀護理原因是自己的意願者，其

與護理專業承諾呈正相關(r=O.35 P<O.OI) 。此表示

護生愈是自己意願來就讀護理者，其護理的專業承諾

愈高 (2) 護理角色感覺與護理專業承諾呈正相閱

(r=0.30 P<O.OI) 。

此表示護生愈是認為護理人員在社會的地位示較

高位者，其對護理的專業承諾亦愈高 (3) 人格特質

與護理專業承諾呈正相閱(r=O.10 P<O.OI) 。此表示

護生的人格特質中，社會適應良好且情緒穩定者，其

對護理的專業承諾愈高。 (4) 生涯興趣與護理專業承

諾里正相閱 (r=O.29 P<O.OI) 。此表示護生愈喜歡從事

有關照護人之工作者，其對護理的專業承諾亦愈高(見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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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基本資料與護理專業承諾之相關分析(N=548)

基本資料 護理專業承諾得分

r值 P值

學制 -0.05 0.24 
母親教育程度 個0.03 0.50 
父親教育程度 -0.01 0.77 
母親職業 -0.01 0.88 

父親職業 0.03 0.49 
就讀護理原因 0.35 0.00 *** 
人格特質 0.10 0.02 * 
學業成績 -0.47 0.28 
生涯興趣 0.29 0.00 *** 
護理角色感覺 0.30 0.00 *** 

備註:將二項類別變項轉換成擬似變項

*P<0.05 **P<O.Ol ***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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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變項與護理專業承諾的相關性

變項 專業承諾人格特質生涯興趣學業成績角色感覺

人格特質 0.1 0** 
生涯興趣 0.29*** 0ω.β0 

6 學業成績 刪0.4衍7 0ω.β08 0ω.βO“ 
角色感覺 0.30*** 0.06 0.04 0.08 
學制 -0.05 0.02 0.02 0.11* 0.01 
家庭背景

母親教育 輸0.03 0.04 -0.03 輛0.07 0.00 
母親職業 -0.01 -0.05 -0.02 航的 0.04 
父親教育 “ 0.01 0.03 -0.08 -0.02 -0.02 
父親職業 0.03 0.01 -0.02 闢0.00 0.04 
讀護理原因 0.35*** 0.04 0.06 -0.06 0.06 

備註: 叩<0.05 **P<O.Ol ***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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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專科護生的家庭背景、學制、護理

角色感覺、人格特質、生涯興趣、

學業成績，對護理專業承諾之預測

J性

以逐步複回歸(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分析
檢定之。由於基本資料中，護理角色感覺、就讀護理

原因、生涯興趣和學制四項，與護理專業承諾有相關

性及共線性，故一一進行逐步回歸的分析。

分析結果(見表六)

1.護理角色感覺，可預測護理專業承諾。 (R2=0.20

F=66.00 P<O.OOl) 。即護生愈是認為護理人員在社
會的地位是較高者，使其對護理專業的承諾愈高。

2就讀護理原因，可預測護理專業承諾。 (R2=O.12

F=73 .27 P<O.OOl) 。即護生就讀護理是自己的意願
者，使其對護理專業的承諾愈高。生涯興趣，可預測

護理專業承諾。 (R2=O.26 F=62.32 P<O.OOl) 。即護生

愈是喜歡從事照護人的工作者，使其對護理專業的承
諾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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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基本資料對護理專業承諾之逐步複回歸分析

變項 R R2 Beta F 

護理角色感覺 0.44 0.20 0.27 66.00***. 
就讀護理原因 0.35 0.12 0.30 73.27*** 
生涯興趣 。.51 0.26 0.25 62.32*** 
備註 ***P<O.OOl

標準化分數回歸方程式為:
護理專業承諾言0.27x護理角色感覺+0.30x就讀護理原因

+0.25x 生涯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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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討論

一、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

專科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得分，每題平均 2.82

分，屬於中上程度。比較呂氏(民 87) 其將五專一、

三、五年級護生，以四分等級計分，每題平均 2.93
分。鄧氏(民 83)其將畢業班的專科護生，以五分等級

計分，每題平均 3.34 分。
Gardner(l 992)對剛就業的專科畢業護士，以五分

等級計分，每題平均 3.70 分。本研究結果之得分是
最低的。而護理專業承諾之四項因素中，得分最高為

因素四"護理專業價值認同" ，平均 3.10 分。得分

最低為因素一“為護理專業努力意願"，平均 2.53 分。
顯示護生頗認同護理專業價值，但其努力投入護理行

業的意願則沒有其認同專業價值同樣的高。此結果與

呂氏(民 87)研究結果相似，但與鄧氏(民 83 )發現護

生為護理專業努力意願高於護理專業價值認同之結果

不同，可能與研究對象的年級分布不同有關。

Mayes, Schultz, Pierce (1968)發現護生在經過實
習環境與指導老師的因素，使她們產生不少挫折感，

所以在醫院實習後，面臨畢業時是否從事護理工作，

相當困惑，此亦使其對護理專業承諾有逐年下降之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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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變項問相互的關係及護理專業承諾的

關係

(一)就讀護理的原因與家庭背景

護生就讀護理的原因中，本研究結果，以自己的

意願最多，佔3 1.0%oWConnely (1970), French, Watte悶，
Matthews (1994) 之報告相似，即以個人為選擇就讀
護理的主因。但本研究結果，亦發現護生就讀護理是

因父母親的期望之比例亦很高，佔 30.3%。此顯示出

父母親對護生就讀科系的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

本研究結果，護生的家庭背景對護理專業承諾及

其他變項均無顯著預測性。顯示其父母親的教育程度

和職業，對護生學習過程的某些特質影響力是極少

的。此與呂氏(民 87)之結果是相似的。但不同於

Dunkelberger, Aadland (1984)指出:留在護理生涯意願
較高的護生，其家庭之社會經濟地位較高。

(二)護理角色感覺

由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檢定和逐步回歸分析檢

定中，護生的護理角色感覺對護理專業承諾，呈強相

關和強預測性。可見身為護理人員在專業角色的表現

上不可不慎，且更應為提升護理人員在社會上的角色

地位而努力。此結果與呂氏(民 87)之發現是一致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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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涯興趣

相關檢定中，生涯興趣與護理專業承諾，呈強相

關和強預測性。顯示護生愈是喜歡從事照護人的工作

傾向，其對護理專業的承諾愈高，並對護理專業的承

諾之預測性亦愈高。此與 Dunkelberger， Aadland (1984) 
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其研究指出:性向於從事護理

工作的護生，其執著於護理生涯的意願較高。

(四)人格特質

本研究結果，人格特質與護理專業承諾，呈正相

關，但不具預測性。顯示護生的人格特質中，社會適

應良好且情緒穩定者，其對護理專業的承諾愈高。可

見人格特質在護生的專業生涯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

也是影響護理專業承諾的變項之一。所以，在護生的

成長過程中，對其人格的陶冶或改變是具意義的。此

與呂氏(民 87)的研究結果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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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結論

本研究結果，歸納有下列發現:

一、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以 Likert scale 四分

法計分，平均得分為每題 2.82 分，接近答案"正確"
的程度。顯示護生對護理專業承諾大致是正向的。而

護理專業承諾的四個因素中，以因素四"護理專業價

值認同"之得分最高，平均 3.10 分。但以因素一"為

護理專業努力意願"最低，平均得分才 2.53 分。由此
顯示:專科護生雖然認同護理專業的價值，但卻不願

意投入護理專業的工作。其原因可能與護理人員的工

作環境差、待遇低和需輪三班制之工作持間不定有

關。

二、護生就讀護理的原因與其護理專業承諾有

關。護理專業承諾的高低，依次為: (1)自己的意願(佔

31.0%) (2)父母的期望(佔 30.3%) (3)找工作較容易

(佔 18.4%) (4)考試分發的(佔 17.5%) 。顯示護生當初

來讀護理，大多是出於自己的意願和父母的期望，但
於畢業之時，卻有很多護生不願意從事護理方面的工

作，此問題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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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性

1.護生的就讀護理的原因中是自己的意願

者，其與護理專業承諾呈正相關(r =0 .35 
P<O.Ol) 。顯示愈是以自己意願就讀護理之
護生，其對護理專業的承諾愈高。

2.護生的護理角色感覺，與其護理專業承諾

呈正相關(r=0.30 P<O.Ol) 。顯示護生愈是

認為護理人員在社會的地位是較高位的，

其對護理專業的承諾亦愈高。

3.護生的人格特質，與其護理專業承諾呈正

相關( r =0.10 P<O.Ol) 。顯示護生的人格

特質中，社會適應良好且情緒穩定者，其

對護理專業的承諾亦愈高。

4.護生的生涯興趣，與其護理專業承諾呈正

相閱( r =0.29 P<O.Ol) 。顯示護生愈喜歡

從事有關照護人之工作者，其對護理專業

的承諾亦愈高。

四、預測性

1.護生的護理角色感覺，對其護理專業承諾

有顯著預測性。 (R2=0.20 F=66.00 
P<O.OOl) 。

2.護生的就讀護理的原因，對其護理專業承

諾有顯著預測性。 (R2=0.12 F=73.27 
P<O.OOl) 。

3.護生的生涯興趣，對其護理專業承諾有顯

著預測性。 (R2=0.26 F=62.32 P<O.OO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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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與教學上之應用與建議

一、學校應在護生一入學時，即舉行興趣、性

向、人格等測驗，並輔導護生認識自我。家長和教師

亦應了解護生各方面之特質，予其適當之期望。並輔

導護生若不喜歡護理，可及早轉科系，才不會在畢業

後才轉別的行業，而浪費護理教育資源。

二、學校和教師應多注意護生對護理概念的轉

變，並著重護生人格特質的輔導。

研究的限制

一、本研究限於時閩、人力、物力、財力的關

係'僅以台中市某醫專護理科學生為研究對象。未來

若能擴大以全國的護理科學生為研究對象，將能收集

到更完整性之資料，以提供護理教育界之參考。

二、本研究僅提供一個初步的研究探討，且護生

對護理專業承諾之相關因素很多，可能有未涉及之

處，未來可進一步作護理介入性研究，以補其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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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科護生對護理專業的承諾調查

各位親愛的同學:

此間卷的目的在於了解專科護生的護理專業承諾及其影響因素，請同學

細心完整作答.感謝您對此項調查的支持與合作!

護生基本資料:

l.學制: 一-- 01.二專

一-- 02.五專

2.您就讀護理的原因?

一--Ol.父母的期望

…悔-02.親朋的期望

…--03. 自己的意願

-…04.考試分發的

…05.以後找工作較容易

一劑。6.其他:請註明倒一一，一………

3. 您認為護理人員在現今社會的地位為:

一一-Ol.最高位

一02.次高位

一一03.中位

…--04.f~{立

4.您的母親教育程度為;

…祖國-Ol.研究所或以上

…02.大學

…03.專科

---04.高中(職)

一--05.初(國)中

…06.小學

……07.不識字

5.您的父親教育程度為;

…01研究所或以上

一02.大學

…03.專科

一一04.高中(職)

…一05.初(國)中

一--06.小學

…07.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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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的母親的職業為:

…-0 1.軍，公，教

---02. 自由業

一03.工:一----a.技術性的一--b體力勞動的

…嘲酬。4.商

…05.農

…06.家管或已退休

…---07.其他:請註明--…

7.您的父親的職業為:

一01.軍，公款

"…02.自由業

"…03.工:一…a.技術性的一一舟體力勞動的

一---04.商

"一的農

---06.家管或已退休

-----07.其他:請註明………一一

8.您的人格特質為:

……旬…0叫1.'性，性陸格中向歹社會適應普通

一…備…0ω2.性格外向，社會適應不良，'1"育緒不穩定

…03.性格內向社會適應良好，情緒穩定

一04.'性不紗牛向，社會適應良好，情緒穩定.

一一-05.性格內性，社會適應欠佳，情緒不穩定

一一個06.其他:請註明---

9.以您的性向，您較喜歡從事的工作為:

一…01.學術研究

一02.在醫院照顧病人

國一03公共衛生護理

……04 校護?廠護

…05.行政管理

…06.繪畫，藝術

一---07.金融行業

一一08.，其他:請註明一圓圓………………一一…一個

10.您上學期的學業成績平均分數為

一---01. 60 分以下

一---02. 60 分至未滿 70 分

一一03. 70 分至未滿 80 分

一一04. 80 分至未滿 90 分

…--05. 的分或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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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護生之護理專業承諾量表

1 2. 3. 4. 
非常不確定不確定確定非常確定

1從事護理工作將能實踐我的人生理想

2從事護理工作將使我能達成自我實現

的目標.

3我喜歡和家人或親友談我所學的護理-

4.對我而言護理將是我所當印度務之工作

中最好的一種.

5我會對我的親友說:護理是個相當理想

的工作.

6我已自許為是護理界的一份子.

7.未來我對護理的努力或投入將影響護

理界的發展.

8.未來我工作的大多數時悶，將從事護理

專業工作.

9.我顛終身從事護理工作.

10.護理工作是值得我從事的行業

1l.我喜歡和其他科的同學談我所學的護

理.

12未來若要繼續進修或深造，我將追求更

高深的護理知識

13.我喜歡向老師或年長之護理人員請教

護理方面的議題.

14.我願意為護理專業的發展盡一己之力.

15.我覺得護理界與我是榮辱與共的.

16.未來若要繼續進修或深造，我將讀與護

理有關的學科知識.

17.我喜歡護理.

18.畢業後，我絕不作護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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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畢業後的五年內，我會從事護理工作或

進修

20.我羞於告訴別人我讀的是護理.

21有機會我一定轉到其他學科系.

22.長期從事護理工作，會有很大的益處

23.未來我工作的大多數時間，將從事與

護理有闋的工作.

24.我當初來唸護理顯然是件錯誤的事

25我覺得護理工作很沒意思

26. 我覺得護理人員很沒地位

27.我覺得護理專業很沒有發展性.

28.我很慶幸當年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

我選擇了讀護理.

29我完全接受“護理，是一種統合科學

與藝術的專業“這句話-

30護理專業發展的好壞，將影響我的未來

到藉由護理工作幫助他人，是很有意義的.

32.我十分關J心護理專業的發展.

33.我不喜歡和本科同學或學姊討論護理

方面的議題.

34.護理工作對人類社會具有明顯實質的

貢獻

35.長期從事護理臨床工作，是沒什麼出息

的.

1 2. 3. 4. 
非常不確定不確定確定非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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