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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西安市三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的医学叙事能力、共情能力现状，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提升临床护理人员共情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本研究在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利用便利抽样法挑选了西安

市三级综合医院的 660 名护士作为研究的对象，并运用了一般资料问卷、医学叙事能力量表以及杰弗逊共情量表

等工具进行调查。结果 西安市三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总分为（151.15±19.93）分，共情能力总分为

（110.67±16.72）分，处于中等水平，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相关性显著。结论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

力与共情能力关系密切，加强医学叙事能力的培训可以促进共情能力的提升，营造和谐的护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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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and empathy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es in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s in Xi'an City,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mpathy abi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staff. Methods In this study, 660 nurses from a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 
in Xi'an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2023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Medical Narrative Competency Scale, and the 
Jefferson Empathy Scale were utilized to conduct the survey.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of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and 
empathy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in Xi'an tertiary general hospital were (151.15±19.93) and (110.67±16.72), which were 
at a medium level,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and empathy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and the empathy ability of nursing staff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narrative ability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mpathy ability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nurs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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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医院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护士协助

医生诊断和治疗，为患者提供安全、温暖和关怀的护理

服务，确保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1]着重强调，护理人员应始终站在患者的健康立场，

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对患者的合理诉求予以细致关

注，提供全面的医学照顾，确保医疗护理的精准实施。

此外，心理护理与健康指导同样不可或缺，加强与患者

的沟通交流，对于提升患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至关重

要，将有助于护理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不断改进和优

化医疗服务，努力为患者打造一个更为优质、贴心、温

馨的医疗环境。 
《“健康中国 2023”规划纲要》[2]着重强调了提升

患者就医获得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当前，

随着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医疗服

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品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患关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

关注，然而现如今整个大环境下，护患冲突频发，护患

矛盾呈上升趋势，护患关系不容乐观[3]。从护理方面来

说，大多数可能是由于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欠缺，较

为关注患者的病情，与患者共情较少，忽视了患者的心

理及情感需求。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叙事能力逐渐成为

护理行业关注的新热点[4]。 
有研究表明，叙事能力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共

情能力并有效地改善医患关系[5-8]。了解护理人员的医

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现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据此提出合理的解决思路与方法，以期实现更为良好

的护患关系尤为重要。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在西安市东南西北中各随机选取一家三级综合医

院，随后再次采用随机法在每家医院各选取 180 名符

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护理人员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已

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并且在岗；在其医院工作时间

≥6 个月；自愿参与本研究的护理人员。排除因休假、

病假、产假等原因不在岗的护理人员、进修护士等。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一般资料调查表，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护理人员

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基本人口学信息；护理人员

的职业特征，包括工作年限、学历、职称和聘用方式等。

医学叙事能力量表（Narrative Competence Scale， NCS），
采用了马婉贞[9]等学者精心开发的医护人员医学叙事

能力量表，该量表经过严谨的设计和验证，旨在全面、

客观地评估医护人员的医学叙事能力。该量表共计 27
个条目，涵盖了关注倾听、理解回应以及反思再现三个

核心维度。其中，关注倾听维度包含 9 个条目，理解

回应维度包含 12 个条目，而反思再现维度则包含 6 个

条目，其中条目 4 和条目 11 采用了反向计分的方式，

其余条目则均为正向计分。采用 Likert7 级评分法，分

数范围从 1 到 7，分别对应“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的不同程度。因此，量表的总分范围为 27～189分。

得分越高，意味着医护人员的医学叙事能力越强。经过

严格的信效度检验，该量表的总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0，内容效度为 0.890。 
杰弗逊共情量表（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

Health Professionals， JSE-HP）中文版，采用安秀琴[10]

等学者汉化后的杰弗逊共情量表，旨在全面评估医护

人员的共情能力。该量表包含 20 个条目，分为观点采

择、情感护理和换位思考三个维度，其中观点采择维度

包含 10 个条目，情感护理维度包含 7 个条目，换位思

考维度包含 3 个条目。 
在计分方式上，量表中的十个条目采用反向计分，

其余十个条目则采用正向计分。评分方法采用 Likert7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对应

1 至 7 分，因此量表总分范围为 20～140 分。得分越

高，表明医护人员的共情能力越强。经过严格的信效度

检验，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50。 
1.2.2 调查方法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课题组发放电子问卷链接，向调查对象

阐明该研究的目的和价值，表明将严格保密问卷中所

涉及的个人信息，并强调问卷填写的重要性。双人检查

原始资料，确保其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是进一步

分析资料的基础。在数据预处理阶段，严格核对每一份

问卷，对于其中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数据予以剔除。本

研究共发放 72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共 660 份，有

效问卷回收率 91.6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护理人员

的基本信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年龄、工作科室、

工作年限等，以此刻画了研究对象的基本轮廓。其次，

医学叙事能力得分与共情能力得分通过均数±标准差

（X±S）的方式得以呈现。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护理人员医学叙

事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当 P＜0.05 具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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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n=660） 

项目 分组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27 4.09% 
女 633 95.91% 

年龄 

20～30 岁 306 46.36% 

31～40 岁 292 44.24% 

41～50 岁 52 7.88% 

≥51 岁 10 1.52% 

工作科室 

内科 255 38.64% 

外科 142 21.52% 

妇科 17 2.58% 

产科 27 4.09% 

儿科 29 4.39% 

五官科 7 1.06% 

重症监护室 15 2.27% 

手术室 17 2.58% 

急诊科 28 4.24% 

门诊部 32 4.85% 

其他 91 13.79% 

工作年限 

1～5 年 272 41.21% 
6～10 年 159 24.09% 
11～20 年 198 30.00% 
≥21 年 31 4.70% 

最高学历 
大专 21 3.18% 
本科 639 96.82% 

职称 

护士 188 28.48% 

护师 243 36.82% 

主管护师 224 33.94%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5 0.76% 

聘用方式 
合同制 632 95.76% 

正式编制 28 4.24% 

医学叙事的熟悉程度 

未接触过 53 8.03% 

知道但不熟悉 329 49.85% 

熟悉 178 26.97% 

较为熟悉 78 11.82% 

非常熟悉 22 3.33% 

婚姻状况 
未婚 242 36.67% 
已婚 418 63.33% 

生育状况 
未生育 314 47.58% 
已生育 346 52.42% 

独生子女 
是 123 18.64% 
否 537 81.36% 

工作满意度 
不满意 15 2.27% 

一般满意 339 51.36% 
非常满意 306 46.36% 

朋友及同事关怀程度 

一般关怀 167 25.30% 

比较关怀 307 46.52% 

非常关怀 186 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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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得分（n=660） 

项目 满分范围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医学叙事能力 27～189 27 151.15±19.93 5.60±0.74 

关注倾听 9～63 9 50.36±6.98 5.60±0.78 

理解回应 12～84 12 67.08±9.61 5.59±0.80 

反思再现 6～42 6 33.80±4.80 5.63±0.80 

表 3  护理人员共情能力得分（n=660） 

项目 满分范围 条目数 得分 条目均分 

共情能力 20～140 20 110.67±16.72 5.53±0.84 

观点采择 10～70 10 55.69±8.43 5.57±0.84 

情感护理 7～49 7 38.89±6.80 5.56±0.97 

换位思考 3～21 3 16.08±2.82 5.36±0.94 

表 4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n=660） 

项目 医学叙事能力总分 关注倾听 理解回应 反思再现 共情能力总分 观点采择 情感护理 换位思考 

医学叙事能力总分 1 —— —— —— —— —— —— —— 

关注倾听 0.879** 1 —— —— —— —— —— —— 

理解回应 0.963** 0.733** 1 —— —— —— —— —— 

反思再现 0.944** 0.726** 0.930** 1 —— —— —— —— 

共情能力总分 0.636** 0.655** 0.559** 0.566** 1 —— —— —— 

观点采择 0.637** 0.662** 0.559** 0.563** 0.963** 1 —— —— 

情感护理 0.561** 0.590** 0.485** 0.500** 0.948** 0.856** 1 —— 

换位思考 0.510** 0.485** 0.473** 0.465** 0.765** 0.657** 0.654** 1 

**P＜0.01，相关性显著。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情况 
2023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本研究共发

放 720 份问卷，回收符合本次研究要求的问卷共 66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1.67%。女性 633 人（95.91%），

男性为 27 人（4.09%）；年龄 20～30 岁 306 人（46.36%），

31～40 岁 292 人（44.24%），41～50 岁 52 人（7.88%），

≥51岁10人（1.52%）；工作科室：内科255人（38.64%），

外科 142 人（21.52%），妇科 17 人（2.58%），产科

27 人（4.09%），儿科 29 人（4.39%），五官科 7 人

（1.06%），重症监护室 15 人（2.27%），手术室 17 人

（2.58%），急诊科28人（4.24%），门诊部32人（4.85%），

其他科室共 91 人（13.79%）；工作时间 1～5 年 272
人（41.21%），6～10 年 159 人（24.09%），11～20 年

198 人（30.00%），≥21 年 31 人（4.70%）；最高学

历以本科为主，共 639人（96.82%），专科 21人（3.18%）；

聘用方式以合同制为主，共 632 人（95.76%），正式

编制 28 人（4.24%）；对于医学叙事未接触过 53 人

（8.03%），知道但不熟悉 329 人（49.85%），熟悉 178

人（26.97%），较为熟悉 78 人（11.82%），非常熟悉

22 人（3.33%）；未婚 242 人（36.67%），已婚 418 人

（63.33%）；未生育人数为 314 人（47.58%），已生

育人数为 346人（52.42%）；独生子女 123人（18.64%），

非独生子女 537 人（81.36%）；对工作不满意 15 人

（2.27%），一般满意 339 人（51.36%），非常满意 306
人（46.36%）；关于朋友及同事关怀程度方面，一般关

怀 167 人（25.30%），比较关怀 307 人（46.52%），

非常关怀 186 人（28.18%）。具体见表 1。 
2.2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现状分析 
本次研究西安市三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医学叙事

能力量表总分为 151.15±19.93 分，三个维度均分中反

思再现维度分数最高，为 5.63±0.80 分，关注倾听 5.60
±0.78 分，理解回应 5.59±0.80 分。具体结果详见表

2。 
2.3 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现状分析 
本次研究西安市三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杰弗逊共

情能力量表总分为 110.67±16.72 分，三个维度均分中

观点采择维度分数最高，为 5.57±0.84 分，情感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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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0.97 分，换位思考 5.36±0.94 分。具体结果详见

表 3。 
2.4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极强相关：|r|＝0.8-1.0

之间，强相关：|r|＝0.6-0.8 之间，中等相关：|r|＝0.4-
0.6 之间，弱相关|r|＝0.2-0.4 之间，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r|＝0.0-0.2 之间[9]。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人员的医学叙

事能力总分与共情能力总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r=0.636，P＜0.01），这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

关联和强相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 4。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现状 
医学叙事能力对于护理人员而言，无疑是一项至

关重要的基本能力。本次针对西安市三级综合医院护

理人员的研究结果显示，其医学叙事能力总得分为

151.15±19.93 分，与马婉贞[9]的研究结果相近，显示

出中等水平。然而，与田丽[11]的研究相比略低，而略高

于侯佳坤[12]与郑启秘[13]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

49.85%的护理人员表现出对医学叙事不熟悉，这提示

其医学叙事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医学叙事能力

量表的三个维度来看，反思再现、关注倾听和理解回应

的均分较为接近，其中反思再现得分稍高，说明护理人

员在工作中对自身的反思和审视能力较强，能从患者

的叙事中汲取经验，明确自己的成长方向和改进空间。

然而，关注倾听和理解回应的得分相对较低，表明护理

人员在倾听患者的叙事时可能存在不足，对患者的叙

事理解不够深刻，且在给予患者语言及行动上的回应

方面还有待加强。深入剖析其原因，首先我国叙事护理

的起步相对较晚，普及程度尚待提高[14]，这需要医院

和教育机构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培养护理

人员的医学叙事知识，以提升其能力。其次，我国护理

教育在人文关怀方面的培养存在不足，护理专业的学

生更多地关注实践操作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

视了叙事能力的提升[15]，这导致他们在成为专业护理

人员后，与患者的沟通交流能力受限。此外，护理人员

在临床工作中任务繁重，技术护理操作占据了大部分

时间，使得他们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与患者进行深入

交流。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医院

应加强对护理人员叙事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推动叙事

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其次，护理教育应增加人文关怀

和叙事能力的培养内容，将其纳入护生的必修课程，从

源头上提升护理人员的医学叙事能力。最后，可以建立

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机制，如设立沟通信箱等，

使护理人员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了解患者的需求，

并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护理人

员不断的提升医学叙事能力，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

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为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奠定

坚实的基础。 
3.2 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现状 
本研究数据揭示，西安市三级综合医院护理人员

的共情能力总体得分为 110.67±16.72 分，处于中等偏

高水平，这与王香枝[16]的研究结果相近。从杰弗逊共

情量表的三个维度来看，观点采择与情感护理维度的

平均分相差无几，但换位思考维度的得分明显偏低。这

一发现与任海燕[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表明护理人员

在理解患者情感并提供相应护理方面表现尚可，但在

从患者角度出发进行深度交流方面仍显不足。进一步

剖析其原因，我们发现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承受着

较大的压力，工作环境紧张且工作强度高，这导致他们

缺乏与患者进行深入沟通的机会。此外，部分护理人员

在沟通技巧上也存在不足，面对患者的需求时，难以有

效共情和做出回应。因此，医院应当高度重视护理人员

的心理情感状态，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因职业压力过

大而导致的职业倦怠。为此，建议设立专门的心理情感

咨询室，为护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疏导，以减

轻其工作压力。同时，护理管理者应重视提升护理人员

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沟通技巧的培训，增强护理人员的

换位思考意识，提高他们的共情能力水平，以促进护患

之间的良好沟通，建立起更加和谐的护患关系，提升患

者满意度，增强医院的竞争力。 
3.3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总分和“共

情能力”总分的相关系数是 0.636，即|r|＝0.636，说明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和“共情能力”的相关性是

显著的，且是强相关。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越高，其

共情能力越强，在临床实践中，护理人员积极运用各种

叙事方法，深入感受并理解患者所描述的疾病遭遇，这

一过程对于共情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医学叙事能力

与共情能力强相关可能与叙事能力促进护理人员深入

理解患者经历，从而增强共情能力有关。高水平的医学

叙事能力有助于护理人员更好地倾听患者的诉求，探

究患者生命成长故事，给与患者语言和情感上的回应，

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共鸣，进而提升护理人员的共情能

力，这种共情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构建更为和谐的护患

关系，为患者提供更为贴心、细致的护理服务，从而促

进患者的健康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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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与共情能力相关性显著，

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深刻认识到医学叙事能力对共情

能力的积极影响，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培养和提

升护理人员的共情能力。 
4.1 加强护理人员医学叙事能力的培养 
叙事能力是护理人员能够耐心倾听患者的疾病故

事，深入想象患者的境遇，深刻理解患者的痛苦，并在

这个过程中被患者的叙事所触动的能力[18]。丽塔·卡

伦认为，如果能够把传统文学中关注读者反应和情感

的理论和经典叙事学的叙事方法带入到医疗卫生实践

过程中，能够培养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关注细节的能

力，并认为这种关注细节的能力有助于医患沟通，同时

可以激发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同情、理解和共鸣，从而产

生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和深刻感悟，并会对自身的临床

工作进行反省，进而影响整个诊疗策略[19]。护理人员

通过运用叙事技巧能有效的帮助患者建立面对疾病和

生活的勇气及信心，并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学校应增

加叙事护理的学习内容，大力推广叙事护理，提高护生

对叙事护理的知晓率及熟悉程度；医院定期开展叙事

能力培训课程，邀请专家授课，护理人员从中学习叙事

理论和技巧；护理人员了解不同疾病的特点及治疗过

程，开展模拟患者与护理人员的角色扮演，以便更好地

叙述故事；鼓励护理人员互相交流经验，学习借鉴他人

的叙事经验；护理人员通过阅读、写作、开展访谈会等

方法，不断的进行叙事实践，提高医学叙事能力水平。

培训与教育提升医者的领导智慧力、创新思维力、人际

沟通力、危机化解力、服务品牌塑造力和员工及患者的

满意度[20]。 
4.2 加强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的培养 
共情能力是能站在他人立场上感受和理解他人的

能力。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感同身受患者的个人经

历及处境，通过患者的言行感知他的情感，引导患者自

我表达及自我探索，护士从中寻找可能存在的护理问

题，并给予帮助及支持。共情能力强的护理人员更能够

理解患者的感受和需求，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

服务。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增强其对护

理人员的信任感，还能够提升护理工作的效果和满意

度。医院可以开展相关的讲座、培训课程、小组交流，

加强对护理人员的沟通训练，有助于其对共情的认知

及理解。建立护理人员与患者沟通的信箱或倾诉室，使

其有充分的时间空间交流，并得到有效的反馈；护理管

理者深入了解护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和所面临的挑战，

帮助其舒缓工作压力，关注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为其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护理人员应该将倾听、呵护、慰

藉和指导贯穿于整个护理工作中，用心倾听患者的诉

求，与患者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共同面对疾病的挑战，

促进患者的康复和健康。良好的沟通技巧有利于共情

能力的培养，护理人员应当致力于加强护患沟通技巧

的学习，培养同理心，以深化对患者的理解和关怀。通

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培养共情能力，更好地为患者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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