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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護理人力佔醫院人力之40%-60%，其流動率對醫院運作之影響最大，其中又以新進護理人員之離職，不僅使醫院損失招募

及訓練成本，同時影響病患服務的持續性及照護品質，並對工作單位之人員士氣帶來負面影響。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新

進護理人員到職三個月內離職之原因及曾出現離職念頭，最後卻改變離職心意而選擇繼續留職，之相關因素，及新進護理

人員之工作調適。 本研究以中部某醫學中心93年6-7月所有到職之203位新進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以計質研究方式分別探

討離職原因及出現離職意圖者改變想法選擇繼續留職之原因，以計量研究方式進行工作調適量表施測，並統計分析新進護

理人員之工作調適狀況。 研究結果發現，執照、居住區域、是否於研究醫院實習對離職有顯著影響；畢業年數、護理工作

經驗對工作調適具有顯著性差異；離職念頭之改變，除個人原本個性因素外，支持系統是關鍵因素。 幾乎所有新進護理人

員都會面臨工作調適上的問題，其中畢業年數及護理年資會影響其適應能力，至於是否離職的關鍵因素則在於離家遠近及

支持系統，透過本研究對於新進護理人員甄選及組織社會化策略提供建議，協助新進護理人員工作調適，以降低人員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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