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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护士以需求为导向的实操式护理科研培训效果。方法
 

整群抽取某基层医院参加科研培训的73名护士

为研究对象,采用护士科研培训需求问卷了解其培训需求后,进行为期3个月的基于需求的实操式科研培训,比较护士培训前后

的科研能力及对培训的满意度。结果
 

实操式培训后护士科研能力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1),且护士对

培训满意度的各条目评分均大于4分(总分5分)。结论
 

基层医院护士科研能力较差,但培训需求强烈,以需求为导向的实操式

培训有利于提高其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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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基层医院在“健康中国”战略及“医联体”建
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护理学科的发展需要基

层医院护士开展护理科研创新[1]。但是,我国基层医

院临床护士科研能力总体水平较低[2-3],对科研知识

学习需求和意愿较为强烈[3],却缺乏规范的科研能力

培训[4],在基层医院开展科研论文写作、计算机统计

软件操作、统计学知识等相关培训已较为紧迫[3]。有

些医院开展了针对护理人员的科研培训,但结果却差

强人意,临床护士科研能力依然严重不足,特别是论

文写作与计算机操作能力不足。因此,需要开展系统

性的、有针对性的培训。本研究在调查某基层医院护

士科研能力的基础上,针对其培训需求,对73名护士

开展实操式护理科研培训,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3~6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湖

北省某县级市二级医院参加护理科研培训的护士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

岗护士;②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1年;③知情同

意参与本研究。共73名护士完成培训和调查,其中

男1人,女72人;年龄<25岁11人,25~40岁47
人,>40岁15人;工作年限<5年35人,5~20年21
人,>20年17人;学历大专以下23人,本科50人。
1.2 方法

1.2.1 成立护理科研培训小组 主要由2名护理学

院教授和4名护理在读研究生经过护理科研专题培

训组成,2名教授针对培训学员的需求拟定培训计

划,理论讲授,根据培训学员的反馈调整培训进度;4
名研究生除了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外,主要提供培训

现场的个性化操作指导及现场检验,确保每个学员掌

握操作方法;培训小组提供在线答疑,通过微信指导

培训学员写作及修改论文。
1.2.2 培训前问卷调查

1.2.2.1 护士科研能力自评 在参考相关研究[5-6]

的基础上,制定护士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包括科研选

题能力(3条),文献查阅能力(5条),科研设计和实践

能力(11条),统计知识应用能力(5条)以及论文写作

能力(6条)5个维度3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
kert

 

5级评分法,从“无法做到”到“完全能做到”依次

赋1~5分,总分30~150分,得分越高表示科研能力

越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9。
1.2.2.2 护士科研培训需求 在参考相关研究[5,7]

基础上,制定护士科研培训需求问卷,了解学员科研

培训的经历、有无培训需求、期望的培训内容和方式。
经调查发现培训学员中86.3%没有接受过科研培

训,97.3%表示需要并且愿意接受科研培训,培训内

容需求依次是选题(32.8%)、文献查阅(28.8%)、统
计分 析(16.5%)、论 文 写 作(13.7%)、科 研 设 计

(8.2%),期 望 的 培 训 形 式 依 次 是 老 师 单 独 指 导
(30.1%)、理论讲授加现场操作指导(26.0%)、专题

学习班(23.3%)、专家讲座(13.7%)、参与他人的科

研活动(6.9%)。
1.2.3 制定并实施实操式科研培训 ①培训时间:
本次科研培训时间为2019年4~6月,每周六培训1
次,每次4学时(包括理论授课和实操培训各2学

时),共计24个理论学时和24个实操学时。②培训

内容:主要有科研伦理、科研选题、文献检索、科研设

计、资料收集、统计分析、论文撰写、循证护理、成果转

化等。③培训方式:理论授课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实

操式培训,既有集中理论授课(由具备丰富科研经验

的2名教授针对每期培训主题进行系统性的知识讲

解),也有个体实际操作指导(4名研究生实时实地现

场指导学员使用数据库查找文献及管理下载的文献、
面对面、手把手指导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和统计分析),微信群实时互动(培训小组提供在线

答疑),还有个性化专题跟踪辅导(结合培训学员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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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兴趣点和课题申报提供动态实时的个性化帮助)。
1.2.4 评价方法 ①科研能力。采用课题组自制的

护士科研能力自评量表于培训前及培训结束后分别

进行调查。②培训满意度。自制满意度问卷包括7
个条目(课程设计实用、教学安排合理、培训组织严

密、授课者认真负责、授课技巧评分、知识理解接受、
总体满意度),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
“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依次赋1~5分。培训结

束后,对所有参与对象进行培训满意度调查,得分越

高表示研究对象对培训越满意。
1.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及配对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层护士培训前后科研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

1。

表1 基层护士培训前后科研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选题 文献查阅 科研设计和实践 统计知识应用 论文写作 总分

培训前 73 8.32±1.50 9.45±2.57 21.84±6.98 9.58±3.67 10.96±2.84 60.13±14.85
培训后 73 10.74±1.38 14.71±3.82 25.03±7.95 15.31±3.85 14.52±4.29 80.31±17.66

t -6.397 -12.436 -3.687 -10.893 -7.155 -7.94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基层护士科研培训满意度评分 见表2。
表2 基层护士科研培训满意度评分(n=73)

条目    得分

 课程设计实用 4.93±0.03
 授课者认真负责 4.55±0.19
 授课技巧评价 4.54±0.24
 培训组织严密 4.36±0.26
 知识理解接受 4.36±0.08
 教学安排合理 4.35±0.29
 总体满意度 4.93±0.15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培训前基层医院护士的科研能力较

低,除“选题”外,其他维度得分均明显偏低(各条目均

分低于2分)。此外,研究对象科研培训需求较强,对
选题培训的需求最强,但梁佩韶等[7]报道我国基层或

社区医院护理高级职称编制较少,科研缺乏内生动力

和外在压力,科研培训需求不强。本研究护士的科研

培训需求较强,一方面该医院加入“医联体”后,各级

领导重视科研创新,环境压力和政策激励所致;另一

方面,可能与抽样误差及样本数较小有关,本次培训

为当地卫健委组织并自愿报名参加,因此参与培训的

研究对象科研意识和科研愿望较高、对科研的兴趣较

大、接受科研培训的需求较强。
表1显示,培训后护士的科研能力总评分及各维

度评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1),表明实操式科

研培训有利于提高基层医院护士的科研能力。以往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科研培训模式,造成

许多护 士 虽 然 参 加 了 科 研 培 训 仍 然 不 会 开 展 科

研[8-9],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现象,以需求

为导向的实操式科研培训根据个人的科研基础针对

性解决其实际需求,不仅有系统、完整的理论讲授,而
且有面对面、手把手的操作指导;不仅有传统的课堂

讲座,而且通过微信交流平台提供实时在线指导,延
续了研究对象对科研求知的热情,增加了互动性。通

过跟踪研究对象在微信交流平台的活跃程度,笔者发

现越来越多的护士参与讨论分享,并且会主动解答其

他护士的疑问,尤其是随着培训课程的进展,对各种

数据库和统计学方法的使用越来越熟练,有的已经确

定选题、组成科研小组或开始科研计划,医院的科研

氛围越来越浓厚,护士的科研积极性持续高涨。因

此,培训护士掌握了科研相关知识,满足了科研培训

需求,也有效提升了科研能力[8]。
本研究培训需求调查显示,研究对象最希望的科

研培训方式是老师单独指导,理论讲授与现场操作指

导相结合也是希望的科研培训方式之一。本研究基

于科研需求调查,制定了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操作的培

训课程,实现了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统一。不同特

征的临床护士科研能力和需求会有所不同[10],有效

的科研培训应针对实际需求制定培训教程[9]。因此,
培训结束后研究对象对培训的总体满意度及各条目

的满意度评分均大于4分,表明培训对象对培训的满

意度较高。本研究培训前培训内容需求排在第一的

是“选题”,因此本次科研培训的重头戏也是第一课

“如何从临床工作中寻找选题”,培训实践显示这一课

最受欢迎,培训结束后的调查也表明“课程设计实用”
满意度最高,可见以需求为导向是本次培训成功的关

键。建议护理管理者重视护士科研培训需求的多样

性、接受能力的差异性以及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采
取多样化的培训方式[11],给予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
既可以通过护理科研专家进行集中理论授课并实操

式指导,也可以在科研小组内互帮互学或边研边学,
还可以在“医联体”框架下,积极寻求与上级医院的科

研合作,对申报课题或撰写论文发表的护士采取“导
师制”进行个性化科研指导。
4 小结

本研究基于基层医院护士的科研能力和培训需

求,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实操式护理科研培训,结果

显示有效提升了培训对象的护理科研能力。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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