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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以内隐追随理论为依据，探究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匹配情况对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采用护士长与相应科室护士配对的方式，调查了青岛市某三甲医院的456对护理人员。调

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追随原型量表以及工作投入量表，运用SPSS 26.0、AMOS 24.0软件和多项

式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 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匹配情况越一致，护士的工作投入越高(n2 
= −1.563, p < 0.01)；2) 在匹配情况下，与“低–低”匹配相比，“高–高”匹配时，护士的工作投入更

高(m1 = 1.177, p < 0.01)。3) 在不匹配情况下，与“高–低”不匹配相比，在“低–高”不匹配时，护

士的工作投入更高，但不存在显著差异(m2 = −0.165, p > 0.05)。结论：本研究深化了内隐追随理论在护

理人员中的应用，为护理管理者提高护士的工作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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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y, our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matching 
degree of followership prototype and trait between head nurse and nurse on job engagement. Meth-
ods: In this study, 456 pairs of nursing staff in a third class hospital in Qingdao were investigated by 
matching head nurses with nurses. All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for socio-demo-
graphic information, Following prototype scale and Job Engagement Scale. We use SPSS 26.0, AMOS 
24.0 software and polynomial regression equations to make data analysis. Results: 1) The more con-
sistent the head nurse follows the prototype and nurse trait matching, the higher the nurse’s job en-
gagement (n2 = −1.563, p < 0.01). 2) In the case of consistency matching, job engagement is higher 
when head nurses with nurses are aligned at a high level of followership prototype and followership 
trait than when they are at a low (m1 = 1.177, p < 0.01). 3) In the case of incongruence, job engagement 
is higher when a nurse’s followership trait is higher than a head nurse’s as compared to when a head 
nurse’s followership prototype is higher than a nurse’s followership trait, but the result was not sig-
nificantly different (m2 = −0.165, p > 0.05).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deepened the appli-
cation of 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y in nursing staff,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nursing 
managers to improve nurses job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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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投入指与工作相关的充实的精神与积极的认知状态，护士的工作投入与自我效能、工作满意度

等密切相关[1]-[3]。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工作投入，但以往研究大多从护理管理者的领导行为或护士

的个体因素了解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少有研究从匹配性视角进行探究。根据内隐追随理论(Implicit Fol-
lowership Theory)，其核心是关于领导者对员工的认知和角色期望，即领导者会主动比较员工的特质与内

在原型的匹配程度，并根据匹配结果采取行动[3]，当积极追随原型–追随特质相匹配时，能够促进领导

者对员工的信任，有利于构建高质量的交换关系，增加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投入状态[4]；另一方面对

于员工而言，与领导者达成追随原型–特质匹配，使员工更容易产生积极追随行为，从而表现出更高的

工作热情和投入状态[5]。从匹配视角来看，护士的工作投入不仅受到护士长积极追随原型的影响，还受到

护士特质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利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探讨护士长与护士的追随原型特质

在不同匹配状态下对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为护理管理者组织人员调配，提高护士工作投入提供依据。 

2. 假设提出 

护士长与护士在追随原型特质匹配情况下，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护士感知到和护士长交换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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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时，会提高工作的积极情绪以回报信任并促进与护士长的资源交换，即提高工作绩效和工作投入[6]-[8]。
因此提出假设 1。 

假设 1：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匹配情况越一致，护士的工作投入越高。 
护士长与护士在追随原型特质匹配情况下，分为“低–低”和“高–高”两种情况，根据皮格马利翁效

应，领导者的积极期望越高以及护士的高特质，能够促进构建双方高质量的交换关系[9] [10]。提出假设 2。 
假设 2：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在匹配情况下，与“低–低”匹配相比，双方在“高–高”匹配

时，护士的工作投入更高。 
在不匹配的情况下，会区分为“高–低”不匹配和“低–高”不匹配两种情况。当护士长的追随原型

高–护士的追随特质低时，护士由于自身追随特质较低，实际行为表现往往难以满足高追随原型的护士

长的期望[11]。当护士长的追随原型低–护士的追随特质高时，护士将表现出超过护士长的期望，护士长

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护士帮助和支持，从而促进护士对工作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热情。因此，提出假设 3。 
假设 3：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在不匹配情况下，与“高–低”不匹配相比，护士长追随原型–

护士追随特质在“低–高”不匹配时，护士的工作投入更高。 

3. 研究对象和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纳入青岛市某三甲医院护士长与相应科室配对的护士。纳入标准：现任护士

长管理科室配对的护士时间 > 3 个月；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调查期间因各种原因不

在岗的护士长或护士。 
通过问卷星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以及回收，采用护士长与相应科室护士配对调查，共计发放 84 份护

士长问卷以及配对的 492 份护士的问卷。对所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剔除未能配对或答案趋于一致的问卷。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56 份，有效回收率 92.7%。 

3.2. 测量工具 

3.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护士长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学历、职称、手机号后四位；护士一般资料

包括年龄、学历、职称、与现任护士长共事时间和护士长的手机号后四位。 

3.2.2. 追随原型量表 
采用 Sy (2010)编制的量表[4]，该量表由工作投入、好公民和热情三个维度构成，共 9 个题项。护士

长追随原型测量方式是护士长根据所给的词汇描述所期望自身科室护士的形象。护士追随特质测量方式

是护士根据所给词汇评价自身实际情况。差值表示两者之间的匹配情况。条目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范围

1 (完全不符合)~5 分(完全符合)。 

3.2.3. 工作投入量表 
采用简版工作投入量表，包括活力(3 个条目)、奉献(3 个条目)和专注(3 个条目)三个维度，共 9 个条

目。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67、0.735 和 0.753，条目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12]，得分越

高表明护士的工作投入程度越高。 

3.3. 统计学方法 

通过构建多项式回归方程，并结合响应面分析[13] [14]，考察护士长追随原型和护士追随特质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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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状态对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首先，构建多项式回归方程： 
2 2

0 1 2 3 4 5Z b b X b Y b X b XY b Y e= + + + + + +  

在该回归方程中，Z 表示护士的工作投入，X 与 Y 分别代表护士追随特质和护士长追随原型这两个

自变量。对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计算自变量、自变量的平方

项和自变量之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计算两个自变量匹配一致(X = Y)或不一致状态(X = −Y)下斜率(X 的系

数)和曲率(X2 的系数)的值和显著性，从而得出护士追随特质和护士长追随原型在不同匹配状态下对工作

投入的影响。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信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多项式回归分析；

运用 AMOS 24.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基于多项式回归系数，在多项式回归工

具的 EXCEL 文件里进行重要特征的显著性检验[15]。 

4. 结果 

4.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共调查了 456 对临床护士长和科室配对护士，其中护士年龄 31.89 ± 6.17 岁；护士长年龄

41.16 ± 5.61 岁，护士和护士长学历均以本科为主(84.6%; 93.6%)；护士职称主要为护师(48.9%)；护士长

职称主要为主管护师(68.4%)；具体资料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head nurses and nurses 
表 1. 护士长和护士的一般资料 

项目 身份 属性 均数±标准差/人数(百分比) 

年龄 
护士  31.89 ± 6.17 

护士长  41.16 ± 5.61 

学历 

护士 

大专及以下 66 (14.5%) 

本科 386 (84.6%) 

研究生及以上 4 (0.9%) 

护士长 
本科 427 (93.6%) 

研究生及以上 29 (6.4%) 

职称 

护士 

护士 60 (13.2%) 

护师 223 (48.9%) 

主管护师 164 (35.9%)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9 (2.0%) 

护士长 

护师 8 (1.8%) 

主管护师 312 (68.4%)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136 (29.8%) 

与现任护士长的共事时间 

 <1 年 156 (34.2%) 

 1 年~3 年 108 (23.7%) 

 3 年~5 年 52 (11.4%) 

 >5 年 140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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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护士长追随原型与护士追随特质呈正相关(P < 0.05)，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P < 0.01)；
护士追随特质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P < 0.01)。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scale 
表 2. 各量表的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护士长追随原型 2. 护士追随特质 3. 工作投入 

1. 护士长追随原型 6.17 0.76 1   

2. 护士追随特质 6.35 0.55 0.111* 1  

3. 工作投入 5.16 1.07 0.708** 0.256** 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信度的分析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护士长追随原型量表、护士追随特质量表以及工作

投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94、0.796 和 0.893，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对各量

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适合性检验(Kaiser-Meyer-Olkin, KMO)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护士长追随

原型量表、护士追随特质量表以及工作投入量表的 KMO 值分别 0.903、0.659、0.889 (均>0.6)，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值均<0.001，表明适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运用 AMOS 24.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模型中各变量(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追随特质、工作投入)的区分效度，所得结果显示具有良好的区分

效度，见表 3。 
 
Table 3. Model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表 3. 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项目 χ2/df RMSEA CFI AGFI TLI IFI 

拟合标准 1~3 < 0.08 > 0.9 > 0.9 > 0.9 > 0.9 

拟合结果 2.960 0.066 0.977 0.937 0.965 0.977 

注：χ2/df = 卡方自由度比；RMSEA = 近似误差均方根；CFI = 比较拟合指数；AGFI =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TLI = 
非规准适配指数；IFI = 增值适配指数。 

4.4. 假设检验 

从表 4 中的模型 2、3 可以发现，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追随特质对工作投入的正向作用均显著，

且自变量的平方项和之间交互项也显著。对自变量在一致性和不一致状态下的斜率和曲率分别进行检

验，响应面在不一致线上(X = −Y)的曲率达到显著水平(n2 = −1.563, p < 0.01)，这说明护士的工作投入随

着原型–特质匹配程度的增加而提高；斜率在不一致线上呈负值(m2 = −0.165, p > 0.05)，说明工作投入

在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低–高”匹配时高于“高–低”匹配，但结果并不显著。因此，假设 1
成立，假设 3 不成立。响应面沿着一致性线(X = Y)的斜率为正值，且达到显著水平(m1 = 1.177, p < 0.01)，
这说明与“低–低”匹配相比，护士的工作投入在追随原型特质“高–高”匹配时得分更高，因此，假

设 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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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results of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4. 多项式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量 5.343** 2.255** 3.193** 

年龄匹配 −0.011 0.115 −0.012* 

学历匹配 0.064 0.931 0.056 

职称匹配 −0.021 0.380 0.086 

共事时长 −0.022 0.681 −0.002 

X (PFT)  0.968** 0.506* 

Y (PFP)  0.358** 0.671* 

X²   −0.343** 

X*Y   0.752** 

Y²   −0.468** 

R² 0.006 0.537 0.648 

调整 R² −0.003 0.531 0.641 

F 0.673 87.065** 91.497** 

X = Y 斜率 m1 = b1 + b2   1.177** 

X=Y 曲率 m2 = b3 + b4 + b5   −0.059 

X = −Y 斜率 n1 = b1 − b2   −0.165 

X = −Y 曲率 n2=b3 − b4 + b5   −1.563** 

注：积极追随原型(Positive Followership Prototype, PFP)；积极追随特质(Positive Followership Trait, PFT)。 

5.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追随特质匹配情况与护士的工作投入呈显著地正相关。这

与王诗蝶等人得出的研究结果一致，其调查了 271 对酒店领导和对应的服务人员，得出领导和下属的追

随原型–特质匹配程度与工作投入呈现正相关的结论[16]。护士的工作投入需要护士长给予肯定和支持，

当两者的追随原型–特质处于匹配的状态时，护士作为护士长心目中的“理想者”，护士长会给予更多

的信任、资源和授权等积极回馈，而这些积极回馈会促使护士在工作中拥有更高的自主性，从而表现出

更高的热情和满意度；且追随原型–特质匹配能够激发护士积极追随[17]，护士长领导风格影响护士心里

差异[18]。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在匹配情况下，护士长的积极行为会对护士产生引导、熏陶的作用，

从而促进护士的工作能力，且拥有高特质的护士对自身要求更高，从而激发护士的积极追随行为，提高

对工作的投入状态。本研究深化了内隐追随理论在护士这一群体中的应用研究，从护士长–护士的双边

视角解释了追随原型特质匹配对护士工作投入的影响，也为临床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投入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 
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护理管理者应该关注护士长与护士的追随原型–特质匹配，护士长可以通

过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形成正向的积极追随原型，增加对护士的信任、认可和授权，给予他们

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投入，从而获得护士的积极追随行为。对于护士而言，需要把握护理领导者对自

身的期望，提升自身的能力，将优秀特质应用到临床护理工作，增强护士长对自身的积极认知，从而促

进与护士长追随原型特质的“高–高”匹配，以获得护士长的授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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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工作投入在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低–高”不匹配时高于“高–低”不

匹配，但结果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有关，未来的研究还需进一步验证双方匹配情况

在不一致性时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差异。另外，本研究所采用的追随原型量表的研制以企业领导和员工为

研究对象，目前缺乏针对性的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特质匹配情况的调查量表，因此，在中国情境下针

对性的护士长追随原型–护士追随特质量表还有待更多的研究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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