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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现状及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性,为制定管理策略提高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采取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5所三甲医院的293名住院总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注册护士核心能力量表、职业使命感量表进

行调查。结果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分为(146.09±39.20)分,职业使命感总分为(39.18±7.15)分。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分

和职业使命感总分呈正相关(P<0.05)。回归分析显示,控制一般资料变量后,职业使命感可单独解释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变

异的38.5%。结论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职业使命感对核心能力有重要影响。管理者应制定有效培训策略,提升

住院总护士职业使命感与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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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core
 

competency
 

of
 

chief
 

resident
 

nurs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ency
 

of
 

chief
 

resident
 

nurses.Methods
 

A
 

total
 

of
 

293
 

resident
 

nurses
 

were
 

selected
 

from
 

five
 

hospita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Registered
 

Nurses
 

and
 

the
 

Chinese
 

Calling
 

Scale.Results
 

The
 

total
 

competency
 

score
 

was
 

(146.09±39.20)
 

and
 

the
 

total
 

calling
 

score
 

was
 

(39.18±7.15),
 

showing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P<0.05).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variables,
 

professional
 

calling
 

explained
 

38.5%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r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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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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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t
 

moderate
 

level
 

and
 

affects
 

by
 

their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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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g.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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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develop
 

effectiv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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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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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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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总护士是基于不同岗位需求,结合护理工作

特点,借鉴住院总医师制度而建立的岗位[1]。一般要

求具有本科学历且6年以上工作经验,或具有研究生

学历且3年以上工作经验,经过医院系统培训及考核

取得住院总护士资质,能够24
 

h在院为患者提供连

续性高质量护理服务的注册护士[2]。研究证明,住院

总护士岗位的设立能够提高护理质量、护理人力资源

利用率,为临床一线提供安全保障[3],减轻护士长及

新护士、夜班/年轻护士的工作压力。核心能力是指

护士采用护理程序有效评估、判断、解决患者的护理

问题时,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有机结合体[2]。
护士核心能力高,能够有效解决临床难题,从而减轻

工作及心理压力,切实提升职业认同感[4-5]。我国住

院总护士处于初步探索实践阶段,是培养和管理护理

技术人才的一种有益的全新尝试。本研究调查293
名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现状,探讨核心能力与职业使

命感的相关性,旨在为提升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培

养优秀护理骨干人才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2-5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

取广东省5所(佛山市2所,清远市、中山市、广州市

各1所)三甲综合医院住院总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经过培训已获得住院总护士资格证书;在岗

在职的注册护士;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调查期间正在休假。根据回归分析样本量至少

为自变量的10倍[6]。本研究初始自变量为16个,考
虑10%的无效问卷,应至少调查178名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计,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称、护龄、婚姻状况、生育状

况、所在岗位、临床经验等。②注册护士核心能力量

表。采用刘明等[7]制定的注册护士核心能力量表,包
括临床护理(9个条目)、伦理与法律实践(8个条目)、
专业发展(6个条目)、教育与咨询(7个条目)、评判性

思维与科研能力(10个条目)、领导能力(10个条目)、
人际关系(8个条目)7个维度58个条目。采用Li-
kert

 

5级评分法,从“没有能力”到“很有能力”依次计

0~4分,总分0~232分,总分越高表示护士核心能

力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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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为0.944。③职业使命感量表。采用张春

雨[8]编制的职业使命感量表(员工简易版),包括利他

贡献(3个条目)、导向力(4个条目)、主动进取(3个

条目)3个维度1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5分,总分

10~55分,总分越高表示职业使命感越高。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89,本研究中为0.930。
1.2.2 调查方法 通过问卷星发布调查问卷,符合

纳入标准的住院总护士以自评方式填写问卷。研究

者向研究对象充分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填

写问卷的注意事项,研究对象匿名填写。该调查问卷

所有条目设为“单选题”和“必答题”,以保证问卷填写

的准确性及完整性。本研究回收调查问卷300份,剔
除整份问卷作答呈波浪形或同一性等明显规律性无

效问 卷,回 收 有 效 问 卷 293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7.6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处理数

据,双人核对数据。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

及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住院总护士一般资料 共调查住院总护士293
人,女251人,男42人;年龄27~<31岁127人,
31~<40岁140人,≥40岁26人;本科272人,硕士

及以上21人;职称初级171人,中级106人,高级16
人;已婚203人,未婚83人,其他7人;聘用形式为事

业编制75人,非事业编制218人;内科77人,外科95
人,其他科室121人;有职务61人,无职务232人。
2.2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职业使命感得分及其相

关性 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分为(146.09±39.20)分,
得分率为62.97%(146.09/232)。住院总护士核心

能力及职业使命感得分见表1。核心能力与职业使

命感总分呈正相关(r=0.672,P<0.001)。
表1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及职业使命感得分(n=293)

分,x±s

项目 总分 条目均分

护士核心能力 146.09±39.20 2.52±0.68
 批判性思维与科研能力 21.99±7.02 2.20±0.70
 领导能力 24.43±7.88 2.44±0.79
 临床护理 22.33±6.68 2.48±0.74
 人际关系 21.37±6.35 2.67±0.79
 伦理与法律实践 22.88±6.66 2.86±0.83
 教育与咨询 17.83±5.54 2.55±0.79
 专业发展 15.25±4.75 2.54±0.79
职业使命感 39.18±7.15 3.92±0.72
 导向力 15.21±2.98 3.80±0.75
 利他贡献 12.04±2.31 4.01±0.77
 主动进取 11.94±2.29 3.98±0.76

2.3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聘用方式、职称、科
室、职务护士的核心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表2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核心能力

(分,x±s)
F/t P

生育状况 5.964 0.003
 未育 109 147.58±38.44
 一孩 96 135.91±35.65
 二孩及以上 88 155.34±41.61
护理工作年限(年) 9.795 <0.001
 3~<7 101 141.77±38.06
 7~<15 111 138.50±37.44
 ≥15 81 161.85±38.93
临床经验 9.703 <0.001
 非常丰富 32 152.19±50.26
 丰富 144 154.47±37.40
 一般 117 134.09±35.02
论文发表数量(篇) 7.070 0.001
 0 250 145.48±38.01
 1 33 137.64±43.25
 ≥2 10 189.00±30.32
对护理行业兴趣 7.077 0.001
 高 83 157.36±45.98
 一般 192 143.29±35.28
 低 18 123.94±31.36

2.4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分层线性回归

分析 以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

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5个变量及职业使命感为

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α入=0.05,α出=0.10)进
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一般资料作为控制变量首先输

入模型1,在此基础上将职业使命感输入模型2。结

果显示,控制一般资料变量后,职业使命感可单独解

释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变异度的38.5%。赋值见

表3,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

生育状况 未育=1,一孩=2,二孩及以上=3
护理工作年限 3~<7年=1,7~<15年=2,≥15年=3
临床经验 非常丰富=1,丰富=2,一般=3
论文发表数量 0篇=1,1篇=2,≥2篇=3
对护理行业兴趣 高=1,一般=2,低=3
职业使命感 原值输入

表4 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分层

线性回归分析(n=293)
项目 β SE β' t P

模型1
 常数 166.942 16.423 10.165 <0.001
 生育状况 -5.648 3.233 -0.119 -1.752 0.081
 护理工作年限 11.016 3.379 0.221 3.260 0.001
 临床经验 -7.418 3.903 -0.123 -1.900 0.058
 论文发表数量 0.185 5.178 0.002 0.036 0.972
 对护理行业兴趣 -14.298 4.255 -0.203 -3.360 0.001
模型2
 常数 8.271 16.458 0.503 0.616
 生育状况 -5.260 2.438 -0.111 -2.158 0.032
 护理工作年限 7.536 2.566 0.151 2.937 0.004
 临床经验 -8.237 2.952 -0.137 -2.790 0.006
 论文发表数量 -1.106 3.917 -0.013 -0.282 0.778
 对护理行业兴趣 1.913 3.402 0.027 0.562 0.574
 职业使命感 3.640 0.248 0.664 14.693 <0.001

  注:模型1,R2=0.104,调整R2=0.088;F=6.653,P<0.001。模型2,

R2=0.489,调整R2=0.479;F=45.675,P<0.001。R2变化量为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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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广东省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本

研究结果显示,293名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分得分

率为62.97%,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核心能力有待

进一步提升。住院总护士经过理论与临床实践培训,
优化自身能力结构,能熟悉本专科及其他专科常见疾

病的相关理论、知识、技能,胜任住院总护士工作职

责,能够在科室独当一面,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如

在抢救危重患者时主动承担起指挥者角色,处理纠纷

时主动承担起管理者角色。住院总护士日常与住院

总医师紧密配合临床会诊、医护一体化查房、抢救病

情危重的患者等工作,可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强化

专科护理知识与技能,核心能力得到提升。本研究结

果还显示,住院总护士批判性思维与科研能力维度得

分最低,可能与大部分研究对象尚缺乏科研经验有

关。住院总护士需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能开展护

理新技术、新项目,解决临床重点及难点问题。因此,
管理者应制定有效培训策略,巩固住院总护士护理专

业知识,提升其核心能力,特别是科研能力,给其提供

更多的科研机会,使其胜任住院总护士的工作。
3.2 职业使命感显著影响住院总护士的核心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与职业使命感

呈正相关,职业使命感可解释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总

变异度的38.5%,说明住院总护士职业使命感可显

著影响核心能力。住院总护士在临床一线中需履行

日常岗位工作职责,还需参与医护一体化查房、科内

及院内会诊、抢救急危重症患者,预测和识别、组织解

决突发应急事件,协助建立医护患多学科共同参与的

患者个性化康复方案,协助护士长做好病区管理等岗

位职责。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复杂的工作环境,值班

时间长且经常加班无法照顾家庭等问题,可能影响住

院总护士的身心健康[9-11]。职业使命感是护士职业

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内在动力与激励因素,指护士在工

作中产生的强烈认同感、投入感和价值感,激发个体

的积极性和热情,驱动其不懈奋斗以实现自我价值和

社会价值统一[8]。护理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

项崇高的事业,关乎人的健康、生命和尊严。较高的

职业使命感促使住院总护士激活内在驱动力,深刻认

识到护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加珍惜和热爱自

己的职业,自觉地承担起责任,坚定投入护理工作中,
密切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提供人性化、优质的护

理服务,积极寻求提升护理质量的途径和方法。这些

激发住院总护士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可以有

效提升他们的核心能力以满足职业发展的需要。住

院总护士具有使命感会更加注重团队协作和沟通,与
医生、患者和其他医护人员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
同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职业使命感能够

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护理愿景[12-13],拓宽职业成长道

路,不断提升核心能力,胜任住院总护士工作。管理

者应注重思政教育,提高住院总护士的职业使命感,

提高其职业获益感[14],帮助其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

规划,使其保持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核心能力。同时,
也应创设良好的组织氛围,弹性排班,及时疏解住院

总护士的心理压力。

4 结论
本研究显示,广东省住院总护士的核心能力处于

中等水平,职业使命感对核心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医院相关管理层应积极采取针对性管理策略,切实提

升住院总护士职业使命感,增强其对岗位的认同感,
从而努力提高自身核心能力。本研究仅调查了广东

省内5所三甲医院,样本量较少,可能导致研究结果

代表性欠缺。今后研究可尝试开展多中心调研和纵

向研究,进一步探究住院总护士核心能力现状及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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