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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social medicine is faced with various risks brought by social and 

personal factors, and the nursing field is also suffering from a huge impact. The 

weakening of belief, lack of belief, money worship and technologism has intens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importance of “three points of nursing” 

was emphasized. At present, the nursing industry lacks professional belief and spiritual 

motivation. In such an environ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mphasize nursing 

professional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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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医学面临着来自社会、个人等多方面因素带来的各种各样的

危险，护理界同样也遭受着巨大的冲击。信仰淡化、信仰缺失、拜金主义、技

术主义等更加剧了医患、护患之间的关系。“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更强调护

理的重要性。而当下护理行业缺乏职业信仰、缺乏精神动力。在这样的环境下，

强调护理职业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护理；职业信仰；危机；价值

投稿日期：2020-07-05；录用日期：2020-07-16；表日期：2020-07-1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信仰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信仰佛教、基督、天主，

也有崇尚马克思主义，这些都属于人的精神追求，可谓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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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的行为。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

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可见信仰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护理学职业信仰的概念与重要性

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同样是一种

精神载体，每个学科都有自己所谓的学科信仰，医学更是如此。没有信仰的学

科将会是一片混沌，缺乏核心价值，更不会有凝聚力。作为“救死扶伤”的生

命医学，拥有自己的学科信仰就如同找到了自己的终生价值，不觉劳累、辛苦，

对职业始终有憧憬之情。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

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

1.1  相关概念

护理学科信仰是护理人对护理学科的信服和崇拜，是基于人与社会发展的、

涉及护理学科使命定位、功能定位和价值定位等学科价值观的信仰，包括对护

理学科本身的信念，如判断与命题等，也包括与护理学科知识相关的一切观念

和信念等川。职业信仰是对职业至高境界的相信、仰望、敬仰和仰仗。护理职

业信仰是与护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护理这项职业的价值观的认可，对所从事的

职业报以崇高的敬意，能够以医学誓言、护理誓言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具

有良好的职业修养，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最高的精神追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

理论阐释人在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塔顶是人最高的精神需求，也是人发挥潜

能的精神力量，护理职业在基本需求都能满足的情况下，自我需求的精神力量

可以发挥出潜在的力量，正如现代护理奠基人南丁格尔一样，将一生奉献于护

理事业作为自己终生的信仰。

1.2  护理职业信仰的重要性

时统君等对当今世界医学人文信仰的现状分析后，提出了医学人文信仰

的时代价值。护理职业信仰的意义就在于它独特的思维方式，佛学中的“财

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的布施理论，所倡导的奉献精神正是护理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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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精神；禅文化里有“四随”即随喜、随业、随顺、随缘与佛学布施

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与护理理念息息相通。护理的职业信仰犹如远方的

指明灯，在黑暗中给人光亮。有了信仰的追求和哲学的疑惑，会活的更有力量，

特别是当学会了爱、信心、充满希望和理想，会感恩，明晰周围的各种复杂

的关系和纠缠不休的事物，或是什么遭遇突发的事变或者不幸，就有能力和

智慧战胜，重新获得内心的平和与恬静困。有了职业信仰的人好比“历史己

经进入生命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

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处不在”。护理学只有有了其职业信仰，才能

固守住护理学的精神家园。

2  护理学职业信仰现状

有了人类便有了护理，护理专业的确立和护理职业信仰的升华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逐渐成形的。南丁格尔的出现让护理史诗重写。在科学技

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信仰缺失、信仰危机、无信仰等社会现象，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建立正确的职业信仰十分必要。信仰危机指集体共有的信仰危

机，个人所拥有的个体信仰和个人信仰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而言个人信仰

不存在危机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信仰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护理界所

共有的。护理职业信仰危机是护理界共同存在的信仰问题，当前护理也进入了

高科技时代，护患间的交流变成了机械的语言，缺乏了人文化的关怀，这也应

验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一句预言：现代人必然如此，他们战胜自然和取得

辉煌效率的代价是“失去洞察力”，他们在获得完美的物质权利时总是在精神

上（道德上）“失去体面城。肖宇认为部分大学生的信仰危机表现在信仰的多

元化、信仰的非理性化、信仰的非科学化、信仰的世俗化。蔡华勤等就某校专

科护生的信仰问题调查显示，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但存在一些问

题如信仰多元化、金钱观、对医务工者的崇拜率仅占 15.67%。看当下的医疗

状况，医闹事件不断，伤医事件不断，医疗环境多元化，核心价值观丢弃，部

分护理工作者精神散淡，缺乏核心价值观，缺乏职业信仰，缺乏人文关怀，护

理工作者缺乏了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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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护理职业信仰淡化的原因分析

护理职业信仰淡化是指对护理学职业的价值体系的怀疑、动摇乃至缺失的

精神状态。信仰淡化不仅影响护理职业者的精神状态，对其行为也产生负面影响。

有研究表明，有较高精神信仰水平的人表现出较低的疾病危险、较少的精神问

题和较好的心理社会功能。可见职业信仰对护理工作者的工作等心理社会功能

也起到一定的影响。

3.1  环境因素

3.1.1  社会环境

《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一句“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

亡”描述了古代信仰与道的联系，古代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坚持。当下社会“道

德缺失”大环境下，以往“悬壶济世”的医疗界也被襄读。道德环境的堕落使

人们之间的信任感缺失。生活在真理被遮蔽、价值被解释；思想变得鲁钝；意

义在衰变；精神在迷失；理想追求被放弃；争议在凋亡；信仰陷入危机叫。生

活在商业化的文化环境中，追求经济利益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多了副有色眼镜，

事事都要凭着“经济”来裁断。国家医改政策改了多少年，可是还是无法改变

人们之间的观念。

3.1.2  医疗环境

尤其是护理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下的护理环境也在追求护理

绩效，追求工作量，追求的所谓“整体护理”。护患比例严重不足，护理工作

者连平时的常规工作还无法完成，更无多余时间做到关心病人的心理、关心家

属的感受。护理界出现的“异化现象”，护理工作者远离照顾的本源，是技术

主义的价值观促使护理、护士技术化、官僚化。临床工作中护理工作者丧失了

主观能动性，机械地完成工作任务，缺乏思考，缺乏学校知识与临床经验相结

合的临床学习能力。依靠机械的诊断和护理使得人文关怀严重缺乏，人与人关

系变成了一种责任与义务，成为“物化”的傀儡，从一种人文艺术变成一种专

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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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撑系统

医院是治病就医的场所，同时又是培育一代医疗佼佼者的地方，良好的医

院氛围，科室氛围不仅能促进工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更巩固了医院机构

科室的良好形象。“品牌信仰缔造终身顾客”，中国的医疗体制决定，中国的

看病模式属于自费形式，那么良好的口碑是一种有效的营销策略。当前医院对

于医院文化的不断重视，对于医疗工作者的精神需求处在不断探索状态。护理

方面因为工作涉及面广，人员多，工作繁忙琐碎，对护理工作者的精神需求重

视不够。护理工作者精神懈怠，疲于完成任务，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精神力量。

教育系统不完善，不规范，不连续：教育是根本，不管是在校教育还是工作中

的再教育，护理教育与护理实践出现脱离。科学的信仰教育措施和体系还未建立，

感性的信仰哲学理解缺乏，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激荡中信仰教育主体趋于丧失。

护理专业学生入学第一节课就讲述南丁格尔，从此所有护理都跟这位伟人息息

相关，她的著作，她的精神，她的誓言，都成了标准，但真正领悟其真谛的人

少之又少，再加上进入临床工作后护理工作者的学习目标转移，思想方向转变，

又无护理职业信仰评价系统对其进行评价，护理职业信仰的缺失现象严重。有

研究表明，职业信仰和做决策与教育水平、专业机构资格、保证水平有非常重

要的关系。

3.3  自身因素

护理职业并不是没有信仰，只是一味地在追求，丧失了真正的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需要自我不断地剖析，探索真正的自我，追寻真正的价值。南丁

格尔誓言告诉护理工作者，那将是护理工作者终身都遵守的诺言。自从进入护

理这个行业，周围环境的适应，梦想的丢失，身心疲惫的接受，在这样的护理

工作环境下，很难建立独立的内心的精神生活，更丧失了当初带上那顶燕尾帽

发过的誓言，遗忘了自己所要追求的精神生活。真正对护理事业抱有崇高信仰

的工作者，她们在选择自己的医学教育时，对职业有一定的信仰、价值观和兴

趣，一种行为的态度和选择发展来源于信仰和行为结果的价值比。以一个护理

学家的标准，“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来反思自己，认识自己，自我批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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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我意识独立。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的《生活之道》中写道：“行

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这项使命要求与你们的，是用

心如同用脑。你们最能够表现自己的，不在于药水或是粉剂”这就要求护理工

作者将自己的职业看做是使命，有自我意识，用心去做，用心来思考，自觉在心，

自行不休，如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似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为。

4  护理职业信仰的价值

4.1  护理职业信仰是护理事业的灵魂

信仰是对生命的追问，护理职业信仰是护理工作者在实践中的指明灯，规

范人们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又是行为的主宰，从内心深处决定和影响人们的目

标追求。具有职业信仰的护理工作者，明确自己的目的，同时保持良好的思想

品德，以一颗“仁心”对待病人，更有利于保持良好的护患关系，增强护患之

间的信任感。塞缪尔·斯迈尔斯《信仰的力量》中有这样一句话：“能够激发

一颗灵魂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

4.2  护理职业信仰是护理工作的精神动力

拥有了某种人生信仰的人就是坚信只有通过某一种生活才能够获得真正幸

福的人。将护理职业作为自己追求的一种生活，将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作为有趣

味的事情来做，根据不同的岗位设置，自得其乐，从中体会到工作的价值感和

幸福感。医务工作者恰是要依托人生信仰的确立而产生的精神动力，进而克服

困难，不懈努力，达成其职业的幸福体验。

4.3  护理职业信仰是护理工作者慎独精神的前提条件

具有职业信仰的人，在工作中做到“桃李无主，我心有主”，时刻明白自

己的职业操守，拒绝“红包”现象，真正做到“仁义礼智信”和“四德”。在

价值观的指导下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管理和约束弥补了硬制度约束

带来的不足乃至负面作用，也培育着医务人员慎独的品质。让护理职责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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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为信仰，指导护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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