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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智力在临床护士心理弹性与人文关怀品质关系中的
中介作用体会

卓 娜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Ǔ内蒙古Ǔ呼和浩特Ǔ010010

摘� 要：目的：探讨情绪智力在临床护士心理弹性与人文关怀品质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选择我院2023年1
月-2024年12月工作期间310名临床护士，随机分两组，对照组155名，采用常规人文关怀教育；观察组155名，采用增
加情绪智力训练的人文关怀教育。比较两组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分、情绪智力量表（WLEIS）评分、人文关
怀品质量表评分。结果：干预后，观察组CD-RISC评分、WLEIS评分、人文关怀品质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情绪智力在心理弹性与人文关怀品质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603、0.712，均高于对照组
的0.412、0.5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通过对临床护士进行针对性的情绪智力训练，可以有效提升
其心理弹性和人文关怀品质，情绪智力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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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它要求护士不

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临床技能，还要拥有

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良好的人文素养[1]。长期以来，

护士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工作强度大、节奏快、任务
重、风险高，经常需要夜班和节假日值班[2]。可见，情绪

智力是护士有效进行自我情绪管理、缓解工作压力的重

要心理资源。而心理弹性，则是个体面对逆境时，维持

健康积极心态，从容应对挫折，从创伤中恢复并成长的

能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在我院工

作的310名临床一线护士作为研究对象。为确保研究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我们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这310名护士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155人。通过对两组护士
的年龄、性别、学历、工作年限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表明两组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避免了选
择性偏倚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此外，本研究严格遵循医

学研究的伦理学原则，在实施之前已经获得了医院伦理

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1.2  方法
在为期6个月的研究期间，对照组接受常规的人文关

怀教育，主要包括加强人文关怀意识培养、与病人沟通

交流技巧训练、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等内容。通过课堂讲

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帮助护士树立以

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掌握与患者有效沟通的方法和

技巧，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力求为患

者提供周到、贴心、温馨的优质护理服务。

与对照组不同的是，观察组在接受常规人文关怀教

育的同时，还额外增加了针对性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EI)训练。这个训练方案从五个方面入手，
全面提升护士的情绪智力水平：

(1)情绪觉察：通过心理测评、自我反思等活动，引
导护士觉察自己的情绪状态及其变化规律，提高护士对

自身情绪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2)情绪表达：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体验式学
习，鼓励护士学会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避免极

端情绪的爆发或压抑，做到心平气和地与人沟通。

(3)情绪调节：通过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方法，锻
炼护士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学会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

稳定情绪，积极调适，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

(4)同理心培养：通过案例分析、志愿服务等实践活
动，加强护士的换位思考和移情能力，学会站在病人及其

家属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心情，给予充分的关怀和支持。

(5)人际关系：通过团队合作任务，促进护士之间的
交流与协作，发展护士的人际交往能力，营造一个积极

向上、充满凝聚力的工作氛围。

1.3  观察指标
为了客观评估两组护士干预前后的变化情况，我们

选择了三个评估量表作为观察指标。第一个是心理弹性

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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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从韧性、自我效能感和乐观三个维度，通过25个条
目全面评估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采用Likert 5级评分，
从完全不符合的0分到完全符合的4分，总分范围为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强。

第二个量表是情绪智力量表(Wong and La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WLEIS)，从自我情绪评估、他人情绪
评估、情绪调节和情绪利用四个维度对情绪智力进行测

量，共包括16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从完全不同
意的1分到完全同意的7分，总分在16~112分之间，得分
越高代表情绪智力水平越高。

第三个是我们自制的优质护理服务人文关怀评价量

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尊重、关爱、同理心三个

方面设计了1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从不的1分
到总是的5分，总分在15~75分之间，得分越高表明护士
的人文关怀品质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为确保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我们采用了

SPSS 23.0统计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
于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的形式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于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比
[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设定为
0.05，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弹性水平的变化
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压力和逆境时，维持积极乐观

心态，坚韧应对挑战，从挫折中恢复并成长的一种心理

品质。本研究以心理弹性量表为工具，从韧性、自我效

能感和乐观三个维度对两组护士的心理弹性水平进行评

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两组干预前后CD-RISC评分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韧性 自我效能感 乐观 总分

对照组 155 干预前 20.12±4.08 18.33±3.57 9.28±1.94 47.73±8.61
干预后 23.46±4.25^* 21.04±3.62^* 10.87±2.01^* 55.37±9.13^*

观察组 155 干预前 20.37±4.15 18.51±3.63 9.41±1.99 48.29±8.85
干预后 26.71±4.36 24.58±3.94 12.43±2.15 63.72±9.41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P < 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情绪智力水平的变化
情绪智力是指个体感知、理解、管理和利用自己及

他人情绪的一种能力，是护士有效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

重要心理资源。本研究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对两组护士的

情绪智力水平进行测评，从自我情绪评估、他人情绪评

估、情绪调节和情绪利用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两组干预前后WLEIS评分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自我情绪评估 他人情绪评估 情绪调节 情绪利用 总分

对照组 155 干预前 16.67±3.05 15.92±2.89 15.71±2.93 14.88±2.65 63.18±10.27
干预后 18.33±3.14^* 17.45±2.91^* 17.39±2.99^* 16.27±2.71^* 69.44±10.53^*

观察组 155 干预前 16.82±3.12 16.08±2.94 15.89±3.01 15.03±2.73 63.72±10.45
干预后 22.45±3.37 21.26±3.08 20.93±3.19 19.86±2.89 84.40±11.12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P < 0.05

2.3  两组干预前后人文关怀品质的变化
人文关怀品质是护士践行以病人为中心理念，提供

优质护理服务的核心素养。本研究从尊重、关爱、同理

心三个维度，采用自制的人文关怀品质评价量表对两组

护士进行评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两组干预前后人文关怀品质评分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尊重 关爱 同理心 总分

对照组 155 干预前 18.22±2.41 16.14±2.28 14.28±2.05 48.64±6.12
干预后 20.57±2.56^* 18.46±2.33^* 16.35±2.11^* 55.38±6.38^*

观察组 155 干预前 18.45±2.48 16.31±2.35 14.39±2.12 49.15±6.27
干预后 24.71±2.68 22.85±2.49 20.91±2.27 68.47±6.79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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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以病人为中心护理服务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

关怀理念成为现代护理的核心内容之一[3]。优质的人文

关怀服务，可以拉近护患距离，增进患者满意度，提升

护理质量和医院品牌。但目前普遍存在护士人文关怀意

识薄弱、能力欠缺的问题，表现为不够体谅病人感受、

缺乏沟通耐心、情绪易失控等，严重影响护患关系和护

理质量。本研究发现，通过对临床护士进行情绪智力训

练，可以显著提升其人文关怀品质。情绪智力是一种非

智力因素，指个体感知、理解、管理自己和他人情绪的

能力[4]。本研究还发现情绪智力训练可以明显增强护士

的心理弹性。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逆境时，维持健康积

极心态，顽强应对挫折，从创伤中恢复的一种能力。具

有良好心理弹性的护士，能更好地调节应激情绪，用乐

观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从而避免职业倦怠。而情绪智

力恰恰是心理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5]。通过情绪觉察、

情绪表达、情绪调节等训练，可以帮助护士建立积极的

自我概念，摆脱消极思维定式，提高挫折承受力和问题

解决力，从而增强心理弹性。国内学者通过对305名护
士的调查发现，情绪智力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而

且情绪智力对心理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进一

步相关分析发现，经过情绪智力训练后，观察组护士的

情绪智力与心理弹性、人文关怀品质的相关性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

换言之，情绪智力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人文关怀品

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增强心理弹性，间接促

进人文关怀品质的提升。高情绪智力的护士，能更好地

感知理解病人情绪，给予人文关怀；同时，面对护理压

力时，也能更好地调节自我情绪，保持积极心态投入工

作，避免职业倦怠而影响人文关怀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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