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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社区护士实践技能及角色功能现状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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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银川市社区护士实践技能及角色功能现状,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自制问卷对银川市26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的200名社区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社区护士中95.0%认为实践技能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5.5%认为实

践技能水平关系到护理服务质量及居民满意度,88.5%有提高强化实践技能的需求,42.0%表示完全清楚应具备的各项实践技

能,38.0%认为实践技能能够满足工作需求;69.0%承担了多元角色,仅29.0%对自身角色功能发挥现状表示很满意。结论
 

银川

市社区护士对实践技能的认知及重视程度较高,培训意愿较强,但实践技能水平、角色认知及角色功能发挥不足,需进一步加强社

区护士的培训,提高其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强化社区护士的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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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

工作逐步完善和规范,社区护理的重要性也愈加凸

显。社区护理为社区居民提供连续、动态、综合性的

护理专业服务[1],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护士作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坚力量,承担着

照顾者、健康教育者、管理者等多元角色功能[2],其角

色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助于推动基层卫生服务的落

实,提高人群对服务的满意度[3]。而社区护士的实践

技能水平不仅直接决定了社区护理服务的质量及安

全,也是影响社区护士角色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4]。

为了客观了解银川市社区护士的角色功能及实践技

能现状,笔者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对银川

市2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200名社区护士进

行了调查,具体方法与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银川市7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抽取2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家,社区卫生服务站22家)
的在岗社区护士作为调查对象。社区护士纳入标准:
已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并在社区工作≥1年;熟悉

社区护理的工作内容;愿意配合问卷调查者。排除标

准:调查期间暂未在岗的护士;社区实习生和进修生;
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非护理岗位工作的护士。
按上述标准纳入200人,均为女 性,年 龄21~54
(27.1±6.8)岁。学历:中专125人,大专47人,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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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人。职称:护士59人,护师63人,主管护师64人,
副主 任 护 师 14 人。社 区 护 理 工 作 年 限:1~30
(7.09±3.73)年,其中93人(46.5%)为从护理院校

毕业直接进入社区工作,107人(53.5%)为从医院转

入社区工作。民族:汉族189人,回族11人。目前社

区护士主要承担的角色任务依次为基础护理、健康教

育、慢病管理等。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1.2.1.1 调查工具 由本研究小组成员查阅相关文

献并结合社区护士岗位培训大纲,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社区护士实践技

能现状及社区护士角色功能现状3个部分,邀请5名

社区护理专家(1名主任护师,2名副主任护师及2名

教授)对问卷内容进行评定,在正式调查前对30名社

区护士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修

改,形成《社区护士实践技能及角色功能现状调查问

卷》终版,共3个部分,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年
龄、性别、民族、社区护理工作年限、专业技术职称、学
历、是否从医院转入社区、目前在社区所承担的护理

工作及角色任务);社区护士实践技能现状(10个条

目)及社区护士角色功能现状(5个条目)共15个条

目。其中条目6、8、10设置为选择题,其余12个条目

设为5级评价,即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和

完全不同意。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

数为0.841,内容效度为0.726。
1.2.1.2 资料收集方法 由研究小组成员到被调查

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征得被调查者同意后向其发

放问卷,讲明填写方法后由其独立填写,当场收回并

检查,对于缺失部分及时补充。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200份,均填写有效,有效回收率100%。
 

1.2.2 统计学方法 双人录入数据,核对无误后采

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22.0
 

软件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与处理,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构成比进行描述。
2 结果

社区护士实践技能及角色功能现状:选择条目的

调查结果见表1;等级评价的12个条目的调查结果见

表2。
3 讨论

 

3.1 银川市社区护士实践技能水平不足 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95.0%的社区护士认为实践技能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5.5%的社区护士认为

实践技能水平关系到社区护理服务质量及居民满意

度,88.5%的社区护士有强化自身实践技能的需求,
说明银川市社区护士对实践技能的认知及重视程度

较高,提升自身实践技能水平的意愿较强,但仅有

42.0%的社区护士表示完全清楚应具备的各项实践

技能,38.0%的社区护士认为自身实践技能能够完全

满足工作需求,虽有82.0%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

展了护士实践技能的培训工作,但培训次数多为1~
3次/年,说明本组社区护士在实践技能方面水平不

足,社区护士的培训投入较少,力度不足,致使社区护

士接受实践技能培训的机会有限。对此,社区护理管

理人员应重视社区护士培训的广度和深度,在重点人

群的心理护理、院前急救以及康复保健等方面加强社

区护士实践技能的培训[5-7]。同时由于我国西北地区

社区护理开展较晚,面临着提供高质量的社区护理服

务和建设强理论、高技术、厚基础的社区护理专业队

伍两大严峻挑战,实践技能作为直接评价社区护理服

务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需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不断

进行技术更新、改进及学习,方能满足社区护理服务

需求[8]。同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银川市社区护士普

遍存在学历偏低、职称偏低等问题,与杨荣芳等[9]的

调查结果一致。因此,在今后的社区护理实践中,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利用年轻护士获取新知识、新技能

的途径较多,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较快等优势

加强实践技能的培训[10];同时积极了解社区护士的

实践技能需求动态,进行科学的考核及管理,从而进

一步提高社区护理服务质量。
表1 选择条目的调查结果(n=200)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率(%)

社区卫生机构每年开展护士实践技能培训

 从未开展 36 18.0
 1~3次 118 59.0
 4~6次 31 15.5
 7~10次 8 4.0
 10次以上 7 3.5
目前需强化以下哪些实践技能

 重点人群的心理护理 120 60.0
 院前急救 119 59.5
 康复保健 117 58.5
 疾病的延续性护理 100 50.0
 临终关怀 82 41.0
 基本护理操作 75 37.5
 计算机操作 69 34.5
 其他(人际沟通、中医保健、科研能力等) 35 17.5
影响社区护士角色功能发挥的因素

 社会缺乏对社区护士的认可与信任 171 85.5
 自身相关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不足 147 73.5
 缺乏明确的护士职责考核及评价指标 118 59.0
 社区人力资源不足 109 54.5
 政策支持力度缺乏 93 46.5

3.2 银川市社区护士的角色功能认知及功能发挥不

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69.0%的社区护士表示其在

社区护理工作中承担了多种角色功能,以咨询者、照
顾者及健康管理者为主,康复保健者、院前急救者及

研究者等角色承担较少,工作任务主要为基础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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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和慢病管理等,仅有29.0%的社区护士对

自身角色功能发挥现状表示很满意,提示本组社区护

士角色认知缺乏,角色功能发挥不足。原卫生部《社
区护理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明确要求社区护理

要以维护居民的健康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

为范围,以妇女、儿童、老年患者、慢性患者、残疾人为

重点,在开展社区“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

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的治疗和康复工

作中,提供相关的护理服务”[11]。因此,社区护士在

社区工作中应承担多元角色功能,包括咨询者、照顾

者、公共卫生服务者、康复保健者、院前急救者、管理

者和组织者、研究者等。社区护士作为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中的角色扮演者,不仅应明确自身的角色及功

能,同时也要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完成各种

角色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才能满足社会、人群和组

织的期望[12]。在今后的社区护理管理工作中,应加

强社区护士的角色认知培训,使其了解并认同在不断

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社区护士多元角色及角色功能的

变化,从而适应社区护理的发展,充分发挥角色功能,
提升社区卫生护理服务的质量,加快我国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发展。

表2 等级评价的12个条目的调查结果(n=200)
 

人(%)

项 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在社区护理服务中,实践技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29(64.5) 61(30.5) 5(2.5) 4(2.0) 1(0.5)
您清楚社区护士应具备的各项实践技能 21(10.5) 63(31.5) 5(2.5) 87(43.5) 24(12.0)
社区护士与临床护士所具备的实践技能有很大的区别 58(29.0)136(68.0) 5(2.5) 1(0.5) 0(0) 
您有强化自身实践技能的需要 103(51.5) 74(37.0) 21(10.5) 1(0.5) 1(0.5)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必要开展护理新业务新技术 65(32.5)107(53.5) 20(10.0) 5(2.5) 3(1.5)
您目前的实践技能水平能够完全满足社区护理工作需求 26(13.0) 50(25.0) 31(15.5) 65(32.5) 28(14.0)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必要定期进行社区护士实践技能培训 57(28.5)126(63.0) 12(6.0) 3(1.5) 2(1.0)
社区护士实践技能水平关系到社区护理服务质量及居民满意度 71(35.5)120(60.0) 5(2.5) 4(2.0) 0(0) 
您在社区护理工作中承担了多元角色功能 55(27.5) 83(41.5) 45(22.5) 10(5.0) 7(3.5)
社区护士的实践技能水平决定了角色功能的发挥 89(44.5) 75(37.5) 26(13.0) 6(3.0) 4(2.0)
您目前承担的角色满足了社区护理工作需求 5(2.5) 10(5.0) 3(1.5) 125(62.5) 57(28.5)
您对自身目前承担的角色功能的发挥现状很满意 15(7.5) 43(21.5) 12(6.0) 122(61.0) 8(4.0)

  综上所述,现阶段银川市社区护士对其自身承担

的角色认知偏低,实践技能及角色功能发挥不充分,
在未来的社区护理人才的培养与培训等方面,应重视

实践技能在角色功能发挥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合理有

效的培养及管理,提高社区护士的实践技能,使其形

成良好的角色认知,充分发挥角色功能,在推动社区

卫生服务事业发展,提升社区护理服务质量等方面起

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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