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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式形成性评价体系在新入职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祝红梅,魏华华,许春娟,高峻,王方,蔡焕静

摘要:目的
 

基于核心能力清单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了解其在新入职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我院建立的护士核心能

力清单框架,将培训内容以清单的形式展现,建立形成性评价体系并在2020级57名新入职护士(观察组)中实施;并与采用常规

规范化培训的2019级53名护士(对照组)进行理论、操作考核成绩及核心能力评分比较。结果
 

观察组理论合操作考核成绩显著

优于对照组,核心能力总分及法律和伦理实践能力、临床护理能力、人际关系3个维度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基于清单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在新入职护士培训中的应用和实践,使培训目标更清晰和具体,评价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多元化,有利

于护士在理论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护士; 新入职; 核心能力; 清单; 形成性评价; 理论考核; 操作考核; 护士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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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e
 

list,
 

and
 

to
 

understand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training
 

of
 

new
 

nurses.Methods
 

The
 

list
 

framework
 

of
 

nurses'
 

core
 

competence
 

established
 

by
 

our
 

hospital
 

was
 

adop-
ted,

 

the
 

training
 

content
 

was
 

shown
 

in
 

the
 

form
 

of
 

a
 

list,
 

and
 

a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and
 

implemented
 

in
 

57
 

new
 

nurses
 

enrolled
 

in
 

2020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n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theory,
 

skill
 

examination
 

and
 

core
 

competenc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of
 

53
 

new
 

nurses
 

recruited
 

in
 

2019
 

(a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ory
 

and
 

skill
 

examin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its
 

total
 

score
 

of
 

core
 

competence
 

and
 

subscales
 

scores
 

of
 

law
 

and
 

ethics
 

practice
 

ability,
 

clinical
 

nursing
 

a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
lationshi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st
 

formatted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training
 

of
 

new
 

nurses,
 

make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clearer
 

and
 

more
 

speci-
fic,

 

the
 

evaluation
 

more
 

targeted
 

and
 

diversified,
 

and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nurses'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Key

 

words:
 

nurses; new
 

recruited; core
 

competence; list; formative
 

evaluation; theory
 

examination; skill
 

examination;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nurses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护理部(北京,102206)
祝红梅:女,硕士,主管护师

通信作者:许春娟,18611401347@163.com
科研项目: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内科研基金项目(YN2020HL03)
收稿:2022 10 19;修回:2022 12 19

  如何让新入职护士通过培训,掌握从事临床护理

工作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素养和整体护理所需的专业照顾、心理护理和健康教

育等护理服务能力,规范地为患者提供服务,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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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管理者关注的重点[1-3]。护士规范化培训作

为国际公认的护理毕业后教育阶段,起到衔接院校基

础教育与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作用[4]。2016年国家

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了《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
行)》(下称《大纲》),明确了医院对新入职护士在理

论、技术操作及临床实践技能方面的培训目标及要

求[5]。清单是遵循人的认知规律对具体程序或标准

进行概括的管理工具,是将主题进行概括和分类,帮
助简化概念和应用相关知识的形式[6]。其最早应用

于航空专业,随后在医疗界广泛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7]。我院依据《大纲》要求,借鉴清单的管理优

势,以清单的形式将《大纲》中的目标和要求进行转

化,结合我院实际临床需求及轮转周期,编制护士核

心能力形成性评价表,建立完善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落实多维度评价考核,便于临床实施且取得较好的效

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2019、2020级新入职规范化培

训护士(下称规培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校

招应届毕业生;②全程完成1年的基础规范化培训和

考核;③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最终纳入完成全程培训

和考核的110名规培护士,将2019级53名规培护士

作为对照组,2020级57名护士为观察组,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见表1。且两组带教师资均为经护理部统

一考核聘任的科室带教老师,周期内无调整更换,两
组资料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通过我院生物医学伦理

委员会的审查通过(2021-080
 

BMR)。

表1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人数
性别(名)
男 女

年龄

(岁,x±s)
学历(名)

大专 本科 硕士

对照组 53 8 45 23.00±1.66 10 41 2
观察组 57 10 47 22.60±1.03 12 44 1
统计量    χ2=0.120 t=1.540 Z=0.464
P    0.729 0.127 0.643

1.2 方法

1.2.1 培训方法

对照组采用原规培护士培训管理,为期1年,内
科、外科、急危重症、妇儿/手术室各轮转3个月。包

括岗前培训和临床轮转实践培训两部分。岗前培训

2周由护理部统一完成,包括相关制度流程、行为规

范、感控知识以及医院文化等理论以及护理基础技能

操作12项。临床轮转培训包括大纲中要求的基础理

论和技能以及各专科需掌握的专业理论与实践能力,
相关内容以规范化培训手册的形式发放给每一位规

培护士,以每个科室出科前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作为

该阶段的终结性评价结果,记录在规范化培训手册

中,手册在轮转一年结束后上交护理部备案。观察组

采用基于清单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将对照组规范化培

训手册中培训内容以清单的形式进行展现,使用我院

统一编制的护士核心能力清单[8]框架,将手册中培训

内容编制成便于临床使用的形成性评价表,建立了多

元化评价考核方式,优化记录方法,统一合格标准,详
见样表1,评价实施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样表1 规范化培训护士核心能力形成性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清单内容 评价考核方式
评价时间/方式/

效果/考核人

基本能力 知识 护理相关制度及流程 □护士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 □护理核心制度及关键流程 □岗

位职责 □病房管理相关制度流程 □药品管理制度

A.理论考核

B.日常提问

例:8月8日/A/

合格/李*   
护理学相关知识 □基础护理学知识 □内外妇儿护理学知识 □急危重症及手术

室等专科知识

C.临床质控

D.操作考核

医院感染相关知识 □手卫生规范 □无菌技术操作规范 □消毒隔离管理 □职业

暴露及防护 □医疗废物管理 □管路感染预防控制

技能 基础操作技能 □基础生命支持 □临床操作技术 □各项基础护理操作

仪器设备使用 □科室通用仪器设备操作 □护理常用仪器设备

岗位能力 沟通 主动的有效沟通 □护患、护护、医护间 □外部沟通:跨部门、第三方等 E.满意度调查

积极的组织协调 □科学清晰的工作安排 □有序工作 □合理组织协调 F.核心组综合评价

实践 正确评估患者 □患者一般评估 □风险评估 □病情变化评估 □判断医嘱及

护理行为 □识别潜在风险

C.临床质控

G.护理查房/病历讨论

解决护理问题 □常规护理问题诊断落实 □个性化护理问题诊断落实 □动态

评价护理效果,并持续改进 □其他诊疗问题解决能力

H.健康教育完成情况

实施健康教育 □掌握常规宣教内容 □针对性落实健康教育

应急处置能力 □各类患者病情变化的识别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评价效果(合格标准) A.理论考核≥80分(100分)B.日常提问≥3分(5分)C.临床质控≥90分(100分)D.操作考核≥90分(100分)E.满意度调查≥90分

(100分)F.核心组综合评价≥90分(100分)G.护理查房/病历讨论:病例汇报评分≥90分(100分)H.教育教育完成情况:按时完成

1.2.1.1 实施前培训阶段 正式实施前对带教老
师及规培护士分别进行基于清单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培训,介绍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意义及实施方法,将已
经编制完成的规范化培训护士核心能力形成性评价
表中的培训内容及考核方式进行详细解读,给所有
带教老师及规培生发放评价表,要求科室根据护理

部要求统一制订培训计划,落实带教和考核,以保证
大家都能对该体系有统一理解并能按时完成评价。
1.2.1.2 评价实施阶段 护理部将基本能力中的知
识和技能模块需要掌握的内容按照清单模块统一放
在院内OA系统中,科室按照对应内容进行培训得实
施,保证科室间培训内容同质化。带教老师在规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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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的第1个月完成基本能力模块全部内容的培训

考核。后2个月重点培训岗位能力,要求每一轮结束

后完成全部清单中所包含全部内容。带教老师根据

评价表中的考核方式在带教过程中进行一对一岗位

实践能力考核,在每一轮结束前1周,将评价表中已

掌握的内容按要求记录上交护理部。科室护士长每

个月针对评价表的考核合格内容抽考至少2项,每一

轮结束时大科进行理论试卷考核及操作抽考,护理部

每6个月进行理论考核和操作抽考。
1.2.1.3 反馈督导阶段 护理部专人对规培护士评

价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并在每一轮结束的座谈会

中反馈考核结果。护士进入下一轮的科室,新一轮带

教老师根据护士上一轮科室的清单完成情况制订针

对性的培训计划,对评价表中已掌握的内容进行持续

的强化和复习,对尚未掌握的内容重点培训和考核,
以实现各科室带教的个性化和连续性。
1.2.2 评价方法 ①分别将两组规培生轮转的6个

月和1年由护理部统一考核的理论、操作考核成绩采

用Excel表格形式整理,试卷和操作项目均为培训手

册中要求掌握内容,两组考核内容难度一致。②采用

注册护士核心能力量表[9](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Registered
 

Nurse,CIRN)进行评价。该量表可用于

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后核心能力情况的自评或他

评[10]。量表包括7个维度55个条目,分别是评判性

思维和科研能力(8个条目),人际关系(8个条目),临
床护理能力(10个条目),领导能力(9个条目),法律

和伦理实践能力(8个条目),专业发展能力(6个条

目),教学和咨询能力(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

分法,从“完全没有能力”至“很有能力”分别赋值0~
4分,得分越高,表明其核心能力越强。该量表的总

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08,内容效度指数(CVI)
为0.852。问卷在规培护士轮转结束后统一以问卷

星的形式发放,由带教老师根据其轮转一年后的实际

情况进行评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描述,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和操作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理论和操作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对照组 53 82.50±8.58 93.42±6.02
观察组 57 91.32±7.05 95.92±2.24

t -8.248 -2.865
P <0.001 0.006

2.2 两组核心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核心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核心能力

总体

法律和伦理

实践能力

教学和咨询

能力

临床护理

能力
领导能力

评判性思维和

科研能力
人际关系

专业发展

能力

对照组 53 2.65±0.74 2.68±1.05 3.44±0.88 2.75±0.96 3.54±0.75 3.54±0.75 2.51±1.02 3.54±0.75
观察组 57 3.03±0.68 3.83±0.77 3.54±0.75 3.67±0.76 3.67±0.75 3.55±0.77 3.68±0.74 3.73±0.72
t -2.825 6.742 -0.685 5.728 0.894 0.088 7.002 1.356
P 0.006 <0.001 0.495 <0.001 0.371 0.931 <0.001 0.718

3 讨论

3.1 形成性评价是临床护理教学系统评价的有效手

段 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使用动态、系
统的评价方式,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及态度形成过

程的跟踪评价,可以让教师与学生明确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法,及时修改或调整活动计划,
进而获得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的一种评价方法[11]。
该评价方式通过及时了解教学进展,发现教学方法、
计划和教学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等调控促使

教学不断完善,改进教学,使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动

态把握的一种系统性评价过程[12]。既往我院对规培

护士的评价均以轮转结束考核成绩作为一个阶段的

终结性评价结果,缺乏对其学习过程的及时关注和有

效反馈,因此,针对教学计划的落实情况以及规培护

士临床实践能力掌握并不十分清晰。本研究通过建

立以清单为基础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在临床带教过程

中以评价表为抓手进行及时的考核记录和反馈,方便

获得反馈信息优化调整临床带教计划。同时,多维度

考核评价方式也改善了既往仅以考核成绩为主的终

结性评价方式,更利于带教老师在临床带教过程中及

时、客观准确的评价。研究显示,应用形成性评价有

助于师生共同关注实践过程,使实践训练的评价模式

更加完善,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13]。
3.2 清单式形成性评价更有助于新入职护士能力提

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规培护士的理论和操作

考核成绩、核心能力总分及法律和伦理实践能力、临
床护理能力、人际关系3个维度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均P<0.05),可见清单式形成性评价体系在临床带

教培训中的有效性。形成性评价以注重提高新入职

护士知识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教学需求为出发点,
注重学习效果的即时反馈以及对学员的指导、激励和

改进,帮助新入职护士动态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
其从教学评价的客体逐步转变为评价的积极参与者,
为其不断提供自我完善与提高的机会,促进了新入职

护士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14]。形成性评价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15],提高学员专业理论和实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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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能力[16]。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护士

核心能力提高方面也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在法律和伦

理实践能力、临床护理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而这3
个维度也正是清单中有明确培训要求的内容。通过

本研究基于清单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使用我院护士核

心能力清单框架,将知识、技能、沟通、实践4部分有

机结合,既能方便临床带教的实施,由为临床实践的

考核评价提供多元化参考,通过及时的评价反馈,使
规培生更加清晰明确学习目标和自身的不足,主动学

习,避免了盲目,体现了个体化的培训效果。这种培

训效果反馈-培训-再反馈的模式,对培训过程进行评

价,优化培训计划和方案使新入职护士循序渐进掌握

护理专业知识,更有助于提升其核心能力[17]。
3.3 形成性评价体系的运行培训和督导是保证其有

效性关键 形成性评价体系在应用前,要对带教老师

及全体规培护士进行培训。在对带教老师的培训中,
强调避免既往以结果为导向的被动评价方式,要时刻

关注实施培训过程中规培护士的感受和参与反馈情

况,注重引导护士自主学习,增加自主学习的评价比

重,发挥其自我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调动积极性,使其

共同参与到带教学习中来,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

果。对规培护士的培训中,鼓励其主动了解评价表中

的相关内容及评价方式,激发其自我学习效能,促进

其与带教老师配合实现能力提升。实施过程中的管

理和督导也是对保障评价体系有效性的关键,每一轮

轮转后护士的形成性评价表完成情况都要汇总分析,
也及时了解科室带教老师对规培护士的反馈,将评价

表整理后下发新一轮科室,既保证了体系运行的连续

性,又能保证体系按照要求实施和运行,对促进护士

能力提升发挥更大的作用。
4 小结

本研究以清单为基础为新入职护士建立了完善

的形成性评价体系,通过临床实践运行,规培护士的

考核成绩和核心能力均较之前有所提高,并且利于临

床带教过程中实践操作。但研究发现,我院的护士规

范化培训对其教学和咨询能力、领导能力、评判性思

维和科研能力以及专业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今
后将继续根据结合临床岗位及护士自身发展的需求,
优化清单内容,协助科室建立各个专科的能力清单以

及评价体系,以保证护士能力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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