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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郑州市三级医院护士“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状况,为护理管理者制定培训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培训需求调查问卷对郑州市三级医院472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护士

“互联网+护理服务”培训需求总分为(4.39±0.03)分,其中执业基本知识、伦理与礼仪和项目技能操作3个维度得分分别为

(4.51±0.71)分、(4.51±0.75)分、(4.36±0.71)分。84.32%的护士愿意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95.55%
 

认为有必要开展该

项培训。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培训必要性认知与护士培训需求得分

有关(P<0.05,P<0.01)
 

。结论
 

三级医院护士“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较高,护理管理者需制定切实可行

的培训方案以满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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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aining
 

needs
 

of
 

the
 

c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garding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among
 

nurses
 

in
 

Zhengzhou
 

tertiary
 

hospitals,
 

and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nursing
 

managers
 

to
 

formulate
 

practical
 

"Internet+
nursing

 

services"
 

training
 

programs.
 

Methods
 

A
 

self-designed
 

"Internet+nursing
 

service"
 

c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training
 

needs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nduct
 

an
 

anonymous
 

survey
 

of
 

472
 

nurses
 

in
 

Zhengzhou
 

Tertiary
 

Hospitals.
 

Results
 

The
 

total
 

training
 

needs
 

score
  

for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was
 

(4.39±0.03)
 

points,
 

with
 

scores
 

of
 

3
 

dimensions
 

(basic
 

knowledge,
 

ethics
 

and
 

etiquette,
 

and
   

skills
  

)
 

being
  

(4.51±0.71)
 

and
 

(4.51±0.75),
 

(4.36±
 

0.71)
 

points
 

respectively.
 

Totally,
 

84.32%
 

of
 

the
 

nurses
 

were
 

willing
 

to
 

provide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and
 

95.55%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uch
 

training.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willingness
 

to
 

provide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s",
 

and
  

the
 

awareness
 

of
 

the
 

necessity
  

of
  

"Internet
 

+
nursing

 

services"
 

training,
 

were
 

related
 

to
 

nurses'
 

training
 

needs
 

scores
  

for
 

"Internet
 

+nursing
 

services"
   

(P<0.05,
 

P<0.01).
 

Conclusion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c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among
  

nurses
 

working
 

in
 

tertiary
 

hospitals.
 

Nursing
 

managers
 

should
 

develop
 

practical
 

training
 

plans
 

in
 

an
 

endeavor
 

to
 

meet
 

nurses'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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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护理服务”主要是指医疗机构利用在

本机构注册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
上申请、线下服务”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疾

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护理服务[1]。该项工

作的开展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

需求、提升护士专业形象与社会地位、促进护理学科

的发展[2]。但如何培训好“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从

业人员是制约该服务模式发展的瓶颈问题。全国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建

立“以需求为导向,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护士培

训制度[3]。因此,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从业人

员的培训需求,是保障培训质量、服务质量的关键环

节。基于此,本研究调查郑州市三级医院472名护

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训需

求,旨在为护理管理者制定“互联网+护理服务”培
训方案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河南省郑州市四

所医院的472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注

册护士;②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调查。排除标准:
非本院护士(包括进修护士和实习护士)。

 

本研究共

纳入472名护士,男10人,女462人;年龄:<25岁

36人,25~岁137人,30~岁222人,40~岁63
人,≥50岁14人;职称:护士60人,护师183人,主
管护师202人,副主任护师以上27人;学历:专科以

下54人,本科404人,硕士以上14人;工作年限:<
5年98人,5~年126人,10~年171人,20~年59
人,≥30年18人;婚姻状况:未婚120人,已婚352
人;月 收 入:<3

 

000元17人,3
 

000~元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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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293人,≥10
 

000元114人;科室:内科

122人,外科55人,妇产科32人,儿科60人,ICU
 

28人,康复科91人,其他科室84人;有371人听说

过“互联网+护理服务”,101人未听说过;愿意提供

该项服务398人,74人不愿意;451人认为有必要培

训,21人认为无必要。
1.2 调 查 工 具  采 用 课 题 组 自 行 设 计 的

《“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培训需求调查问

卷》开展研究。核心知识的界定源于国家卫健委《关
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1]。服

务伦理和礼仪部分的内容参考上门护理服务中护士

的职业形像塑造[2]、护患双方的安全促进及当前护士

伦理教育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的现状[4]资料,同时参

考国外相关居家护理服务教育项目[5-6]。核心技能则

通过参考北京[7]、广东[8]、江苏[9]等有关试点地区拟

开设的服务项目及临床护士工作的实际情况界定。
问卷由三部分构成: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护

士的年龄、性别、工作年限、职称、收入、是否听说过

“互联网+护理服务”等12个条目。②“互联网+护理

服务”核 心 知 识 技 能 培 训 需 求 调 查 表,包 括

“互联网+护 理 服 务”执 业 基 本 知 识(7 个 条 目)、
“互联网+护 理 服 务”伦 理 和 礼 仪 (4 个 条 目)、
“互联网+护理服务”项目技能操作(39个条目)共3
个维度,50个条目。各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
由“非常不需要”到“非常需要”依次赋分1~5分,总
分为50~250分,得分越高,表示护士的培训需求越

高。得分率=问卷的最终实际得分/问卷可能的最高

得分×100%。依据护士培训需求得分率将培训需求

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高水平>200分;中等水平

150~200分;低水平<150分。③开放性问题,包括

护士对于“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培训期待。该问卷

由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副主任护师以上的临床护理

专家及护理管理者7名、1名护理学院教授审核把

关,
 

并对32名临床护士进行预调查,
 

经课题组多次

讨论 修 订 后 成 稿。专 家 审 核 显 示 内 容 效 度 指 数

(CVI)为0.862,预调查显示问卷内部一致性Cron-
bach's

 

α系数为0.96,问卷信效度较好。
1.3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法与网络问卷法相结

合进行调查。问卷发放者为课题组护理学硕士研究

生,发放前进行统一培训,向4所医院的护理管理者

说明情况,征得同意后展开调查。现场问卷当场发

放,当场收回;网络问卷通过问卷星生成二维码及链

接。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对三级医院的护理管理者说

明调查目的及方法,征得同意后将问卷进行扩散。所

有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题目,在提交时设有漏答提醒功

能,以保证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共发放纸质版问卷

40份,电子版问卷477份,有效回收472份,有效回收

率为91.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对调查数据进行

统计描述,单因素方差分析,秩和检验。检验水准均

为α=0.05。
2 结果

2.1 “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

得分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见表1。其中执业基本知

识及伦理和礼仪各条目的培训需求得分,见表2;
“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技能的培训需求得分前5
位和后5位条目见表3。

表1 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培训需求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n=472)

项目 条目数
得分

(x±s)
条目均分

(x±s)
得分率

(%)
执业基本知识 7 31.58±4.97 4.51±0.71 90.2
伦理与礼仪 4 18.06±3.00 4.51±0.75 90.3
项目技能操作 39 170.16±27.594.36±0.71 87.3
总分 50 219.80±32.474.39±0.03 87.9

表2 执业基本知识及伦理和礼仪各条目

培训需求得分(n=472)

项 目  得分(x±s)
执业基本知识

 风险防控知识 4.64±0.72
 信息技术平台内容及使用知识 4.61±0.71
 相关规章制度 4.56±0.75
 工作流程 4.55±0.80
 执业资质 4.51±0.82
 功能定位 4.43±0.85
 开展背景 4.29±0.90
伦理和礼仪

 “互联网+护理服务”伦理道德 4.56±0.77
 “互联网+护理服务”沟通技巧 4.53±0.77
 “互联网+护理服务”价值观 4.51±0.80
 “互联网+护理服务”职业礼仪 4.46±0.80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护士“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

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得分 以护士性别、年龄、工作

年限、职称、学历、科室、婚姻状况、月收入、是否听说

过“互联网+护理服务”、是否愿意提供“互联网+护

理服务”、是否有必要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培训、
开展“互联网+护 理 服 务”培 训 为 自 变 量,以 护 士

“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得分

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仅年龄、提供

“互联网+护理服务”意愿、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培训必要性认知与护士培训需求有关(P<0.05,P<
0.01),见表4。

 

3 讨论

3.1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

训需求 本研究中,472名护士的“互联网+护理服

务”核心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总均分为4.39±0.03
分,得分率为87.9%,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说明三级

医院护士该项培训需求较高,这与Lawn等[10]研究结

果相似。可能原因如下:①国家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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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技能的培训需求得分

前5位和后5位条目(n=472)

项目
得分

(x±s)
前5位

 糖尿病足护理 4.56±0.72
 失禁性皮炎的预防及护理 4.56±0.70
 胃、肠、膀胱造口及其周围并发症、合并症的护理 4.55±0.72
 术后伤口护理 4.54±0.76
 压力性损伤预防及护理 4.53±0.76
后5位

 皮下注射 4.14±1.13
 口腔护理 4.14±1.15
 物理降温 4.11±1.16
 普通标本的采集 4.11±1.13
 中段尿采集 4.09±1.14

表4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士“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

知识技能培训需求得分比较

项 目 人数
得分

(x±s)
统计量 P

年龄(岁) F=3.1480.014
 <25 36 224.81±24.11
 25~ 137 225.69±28.01
 30~ 222 218.49±32.95
 40~ 63 209.37±40.04
 ≥50 14 216.93±36.31
愿意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 t=4.533 0.000
 是 398 222.66±31.64
 否 74 204.41±32.79

  

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培训 Z=3.7040.001
 有必要 451    231.00(200.00,250.00)
 无必要 21    198.00(161.00,215.50)

从《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的发布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六地试点纷纷发布工作

方案并实施,创新护理服务形式已势在必行;②提高

岗位胜任力的需要。“互联网+护理服务”对护理人

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研究中,95.55%
的护士认为有必要开展该项服务,说明绝大部分护士

自觉既往知识技能无法满足“互联网+护理服务”的
需要,核心知识基础尚薄弱,对护理路径的转变尚不

适应;③增强职业获益感的内在驱动力。通过培训,
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开展做准备,以促进自身发

展,增加收入,促进医疗资源下沉,增强职业获益

感[2]。本调查中,30岁以上、从业十年余及职称为主

管护 师 的 护 士 所 占 比 例 最 大,上 述 群 体 符 合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执业资质[1],说明三级医院现

已具备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人员条件。同时,
本科学历护士占比高达85.59%,成为三级医院的主

力军。相关研究表明,护士的学历越高,对自我的期

望越高[11],因此整体上培训需求较高。另外,无论薪

资水平高低,护士的培训需求都很高,说明大部分护

士能够感知到“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价值所在,愿意

参加培训。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培训意

愿及感知培训必要性不同的护士培训需求得分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较低、愿意提供“互联网+护

理服务”及认为有必要培训者培训需求较高,与黄

静[12]、李鑫等[13]研究结果相似。这提示可首先选拔

意愿较高者进行培训,对需求强烈的低年资护士可进

一步强化其核心知识与技能培训,重点关注25~30
岁的护士,最大限度满足“互联网+护理服务”人才个

性化培训需求。
3.2 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的护士亟待培训安

全、信息相关知识 表2显示,风险防控知识、信息技

术平台内容及使用知识、相关规章制度及工作流程的

培训需求得分较高,可能原因为:①“互联网+护理服

务”模式存在一定风险:护士没有处方权受到治疗及

用药的限制,以及上门护理服务的相关医疗废物分类

处理配套设施不全[14]使“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开展

面临医疗风险;“互联网+护理服务”面临环境和人群

的复杂性、执业时间的不确定性且多数护士为女

性[15]使“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开展面临人身安全风

险;“互联网+护理服务”为患者带来的信息安全和隐

私防护风险。②“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开展以信息

平台为重要载体,了解平台的内容和使用方法是开展

该项服务的必要条件,故而培训需求较高。③目前,
“互联网+护理服务”尚无统一明确的规章制度,诸如

医疗风险防范制度、工作流程、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等。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互联网+护理

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16],重点强化风险防

控相关政策,同时尽快完善行业监督管理机制,保障

护患双方安全,以应对护理服务地点的转变带来的执

业安全隐患。同时,在“互联网+护理服务”信息技术

平台开发过程中,应加强护理人员与软件技术开发人

员的沟通,使其实际运用中快速掌握操作要点[17],并
结合护士和服务对象的使用体验加以完善。
3.3 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伦理道德、沟通技

巧培训需求不容忽视 表2显示,“互联网+护理服

务”伦理道德和沟通技巧得分较高。可能是因为:①
护士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与伦理道德相关的问

题[18],诸如知情同意,患者护理的平等性以及与患者

和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关系等[19]。“互联网+护

理服务”涉及到患者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对护士的

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护患沟通是影响治疗

过程最重要的护理关系之一[20],“互联网+护理服务”
的开展涉及到与患者、家属和工作人员的多方沟通,
护士期待学习更多的沟通技巧以应对新的服务形式。
“互联网+护理服务”过程中护患之间零距离接触,护
士的言谈举止影响其职业形象,因此应注重护理礼仪

培训,在待人处事、专业操作方面为公众留下好的执

业印象。为应对上门护理服务中会发生的道德问

题[21],韩国卫生部已将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家访护士

继续教育的一部分[5],日本也已开展居家护理服务沟

通技巧的培训[6],护理管理者可借鉴其经验并结合信

息素养相关知识完善培训方案,以满足护士的培训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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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护士的“互联网+护理服务”培训需求侧重专科

护理技术 表3显示,糖尿病足护理、失禁性皮炎护

理、造口护理、术后伤口护理等伤口专科护理[22]操作

的培训需求得分较高,与孙晓等[23]的研究结果相似,
可能是因为随着国家高度重视专科护士队伍建设,护
士在该方面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强;同时,上门护理服

务所遇状况具有复杂性,护士需要通过培训来夯实理

论基础、培养娴熟稳健的操作技能加以应对。常规标

本的采集、物理降温、肌内注射等操作的培训需求得

分相对较低,与杨力等[24]的研究结果相似,是因为上

述操作皆是基础护理内容,操作机会多、难度系数低、
培训考核多,通过不断强化学习较易掌握。但受服务

场所转变的影响,护士对该类操作的培训需求并不只

局限于技能操作层面,更期待了解院内与居家服务的

差异性,故而整体需求得分仍较高。因此建议医院结

合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分批次开设难度系数递增的

“互联网+护理服务”操作项目。
4 小结

 

本研究对472名护士的培训需求进行调查,结果

表明,护士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核心知识技能培训

需求较高,护理管理者应结合护士的培训需求现状,
以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
以提高护士“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岗位胜任力。

 

本研

究仅对郑州市的医院进行调查,且以三级医院为主,
今后的研究应扩大地域范围,同时纳入一级、二级医

院护士,通过质性研究进一步了解不同层级护士对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培训内容、地点、形式等的具

体要求,并结合患者的期待完善培训内容,为培训方

案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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