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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士实施心理护理胜任力特征,为培养护士的心理护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在广东省4所医院

选择非精神疾病科室的护理管理者与护士共24名,以冰山模型为理论框架,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

访谈和关键事件访谈,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提炼。结果
 

临床护士心理护理胜任力特征可归纳为知识、技能、职业道

德、个人特质、动机5个维度共20个特征。结论
 

医院管理者可根据心理护理胜任力特征规范护士心理护理培训内容,以提高护

士的心理护理实践能力,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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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nurses
 

in
 

carrying
 

out
 

psychological
 

car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ultivation
 

of
 

nurses'
 

psychological
 

care
 

ability.
 

Methods
 

A
 

total
 

of
 

24
 

nursing
 

managers
 

and
 

nurses
 

were
 

selected
 

from
 

non-mental
 

illness
 

departments
 

of
 

4
 

hospital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Taking
 

the
 

Iceberg
 

Model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critical
 

incident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m
 

utilizing
 

de-
scrip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and
 

extracted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care
 

were
 

classified
 

into
 

5
 

dimensions
 

(knowledge,
 

skills,
 

professional
 

ethics,
 

per-
sonal

 

qualities,
 

and
 

motivation)
 

and
 

20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
 

The
 

hospital
 

managers
 

can
 

standardize
 

the
 

content
 

of
 

psycholog-
ical

 

care
 

training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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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care,
 

so
 

as
 

to
 

improve
 

nurses'
 

psychological
 

care
 

practical
 

ability
 

and
 

meet
 

patients'
 

psychologi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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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指出要加强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

期发现和及时干预的力度。2015-2017年,我国

48所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的自杀发生率为

3.26/10万[2],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明显高于普通人

群[3]。护士对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

针对性的干预有助于减轻患者的负性情绪。但目前

非精神科护士的心理护理能力欠佳,独立解决心理

问题的技能有限[4]。着眼于心理健康服务供需失衡

的矛盾,迫切需要培养护士心理护理胜任力,为加强

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人才支撑。心理护理胜任力的内

涵是多维的,包括知识和技能,也包括自我概念、动
机和特征[5]。已有学者对护士实施心理护理的能力

进行了探讨[5-6],但目前仍缺乏深层次心理护理胜任

力特征的研究,明确胜任力概念内涵可为职业发展

提供清晰的结构化指导[7]。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
以冰山模型[8]为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临床护士心理

护理胜任力的特征,为培养护士心理护理实践能力

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通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NFEC-2023-037)后,于2022年11月至2023
年2月,采用目的抽样法在广东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

选择非精神疾病科室的护理管理者与护士进行访谈。
护理管理者纳入标准:①工作年限≥5年;②副主任

护师及以上职称;③大专及以上学历;④知情同意并

愿意充分表达对护士心理护理胜任力的真实体验和

感受。护士纳入标准:①工作年限≥1年;②承担过

临床心理护理相关工作;③具备护士执业资格;④知

情同意并愿意充分表达对护士心理护理胜任力的真

实体验和感受。样本量以资料达到饱和为标准,最终

访谈护理管理者与护士共24名。均为女性;年龄

29~56(39.67±6.80)岁;工作年限6~36(18.20±
8.32)年。学历为本科20名,硕士4名;职称为护师3
名,主管护师15名,副主任护师2名,主任护师3名,
教授1名;职务为护士11名,教学组长2名,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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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5名,护士长5名,科室党支部副书记1名;所在科

室为肿瘤内科6名,放疗科4名,乳腺科3名,内分泌

科、创伤骨科、普外科各2名,肝胆外科、消化科、中医

科、行政科室、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各1名。
1.2 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关键事件技术[9],深入了

解护士实施心理护理的经验和对心理护理胜任力的

观点,以获取所需的特征。
1.2.1 资料收集方法 以胜任力冰山模型为框架,
并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STAR原则(S=Situation情

景、T=Task任务、A=Action行动、R=Result结

果)[10]初步制定访谈提纲。对1名护理管理者与1名

护士进行预访谈后,修订形成最终访谈提纲:①请谈

谈您对心理护理的认识及护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②请您详细描述临床护士/您自身在心理护理中3件

成功(满意)/遗憾(不满意)的事,请说明事情的起因、
当时的情境、事情涉及到的人、当时主要的任务、当时

的想法、采取的实际行动、事情的结果、事情做成功

(满意)/遗憾(不满意)的原因;③您认为要胜任心理

护理,护士应具备哪些知识、技能或个人特质。访谈

围绕提纲开展,进行面对面、视频或电话访谈。访谈

前获取受访者知情同意,告知其访谈目的、方法和内

容。在保护受访者隐私的前提下由2名研究者分别

负责提问和记录,用编码 N1~N24代替姓名。在安

静、私密的环境下进行访谈,访谈中鼓励受访者充分

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使用倾听、确认、追问等访谈

技巧,同时记录受访者的非语言信息。每人访谈

30~60
 

min。
1.2.2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48

 

h内将录音进

行逐字转录,并且将访谈过程中记录的非语言信息整

合到文稿中,形成录音文字稿。运用Nvivo11软件对

资料进行整理,基于冰山模型[8]采用演绎式的内容分

析法进行资料分析,2名研究者独立提取访谈数据,
整合、归类编码结果。
1.2.3 质量控制方法 访谈过程中使用易于理解的

语言。分析资料过程中2名研究者均保持开放、中立

的态度,反复阅读资料,通过不断地对比、归纳析出主

题;对于主题分歧处,研究者与心理护理专家共同讨

论至达成一致。

2 结果

2.1 知识

2.1.1 心理专业知识 具备常用的心理学知识是护

士进行心理护理的前提。受访者提及的心理学知识

包含患者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关怀患者或家属的形

式、心理治疗常用的方法。N1:“首先,护士要对这个

内容(心理护理)有正确的认知,懂得如何去分析患者

的心理,才能做好(心理护理)。”N21:“(护士)要学习

心理护理、心理治疗的知识,用知识武装自己。”

2.1.2 护理专业知识 掌握临床护理的专科知识,
有利于护士更好地为患者服务。N13:“护士掌握好

专业知识,才能跟患者讲专业知识,从而安抚患者,给
患者做好心理方面的护理。”N18:“说起心理护理,确
实不能脱离临床专业知识的……要把这些专科知识

融入到心理护理方面去。”
2.2 技能

2.2.1 心理护理技能 掌握心理护理技能是护士进

行心理护理服务的根本。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心理护

理技能包括心理评估、心理支持、正向引导和个体化

护理。N4:“护士要学会用量表对患者进行心理评

估。”N14:“(护士)要能够针对不同患者的心理情绪,
采取相应的措施。”N17:“引导他(患者)往积极的方

面去考虑,不要(让患者)老是沉浸在消极的情绪当

中,(要让患者)能够通过好的例子看到希望。”
2.2.2 心理危机处理技能 护士掌握必备的心理危

机处理技能,方能及时处理患者的心理问题。自杀意

念是个体存在的一种自我伤害想法、念头与意愿,但
并未形成具体自杀的计划[11]。对于有自杀意念的患

者,护士可从家属、环境、自身等方面保障患者安全,
并做好班班交接工作。N4:“如果护士观察到患者有

自杀的倾向,要及时处理……如果有这种重点人物的

话,护士要认真交接班,而且是要做到班班交接。”
N14:“如果患者有抑郁表现的话,护士一定要看好门

窗,前 瞻 性 的 预 防,不 要 让 他(患 者)再 次 伤 害 自

己……看护那个患者,不要让他再出现自杀(行为),
在他情绪激动时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2.2.3 护理操作技能 精通临床护理操作有助于提

高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度,增进护患关系,从而为有效

开展心理护理服务奠定基础。N9:“在(护理操作)一
针见血的情况下,患者会对你百分之百的满意……工

作中精湛的操作技术对护患沟通有很大的帮助。”
N10:“从我们的临床操作技巧上,减轻他(患者)的心

理负担……也让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心理负担没那么

重。”
2.2.4 思维认知技能 护士需建立评判性思维,具
体表现为主动发现患者的心理问题,了解并思考患者

的需求,制定恰当的护理计划,并根据护理结果适时

地调整护理计划。N16:“护士要有这种评判性思维,
不要遇到什么问题都去做心理疏导,有时候做了一些

无用功或者没有针对性(护理);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但没有起到实际的、真正的效果。”N21“我们除了病

情观察,要能够发现患者心理有问题时流露出的蛛丝

马迹,进而跟患者沟通交流,才能帮助患者解决问

题。”
2.2.5 人际交往技能 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心理护理

的开展创造优良的环境,从而妥善处理与患者及家属

的关系,并与团队成员协调合作,共同落实心理护理。
N24:“要跟患者建立信任,有了信任才能更好开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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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N6:“另外一个是(和患者)沟通的技巧……
我们不要跟着他(患者)一起钻牛角尖,不要一直在这

个问题上跟他纠结,改变一下思路去跟他讲,那可能

他的情绪问题就少了。”N10:“我们平时会多关注他

(有心理问题的患者),也会在工作群里说一下谁的情

绪不稳定,让其他同事也多关注一下。”
2.2.6 健康教育技能 健康教育技能是指护士对患

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并能针对患者的疑问给予解答

的能力。N13:“常规地跟他(患者)讲解一些病情问

题和一些护理任务,讲完了以后能让他自己心理没那

么焦虑。”N18:“你(护士)去给患者做健康教育的这

个过程也体现着心理护理,患者会觉得你在关心他。”
2.3 职业品格

2.3.1 责任心 责任心的强弱,决定执行心理护理

的力度及效果。N13:“患者是站在窗外面,准备要跳

了,护士直接爬到窗外面去沟通……护士在那时候没

有想着自己的安危,这种(及时阻止患者发生意外)也
属于心理护理。”N24:“疫情防控那段时间病区严格

管理探视人员,有一天守门的阿姨不让家属进,患者、
家属就跟我们大闹。我是这个病区的护理组长,我肯

定要担起这个责任……跟患者再次解释,也磨了十几

分钟,她的情绪才缓和点。”
2.3.2 同理心 护士要站到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设身处地了解患者的想法并感知其情绪。N3:“护士

要换位思考,去了解他(患者)想要什么,关注什么,这
样才能达到很好的心理护理效果。”N13:“护士应该

要有同理心,站在患者或家属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
能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
2.3.3 平等尊重 护士应平等尊重患者的地位和自

觉维护患者的权利,保证心理护理服务的公平性。
N14:“病房有个因感情跳楼入院的女孩……我们以

平等的姿态跟她交流,不歧视她,不侵犯她的隐私,这
样做可以减轻她心理受伤的程度。”N17:“我们要学

会尊重、接纳患者……不能在患者说自己很难受时,
护士却说‘你忍耐一会儿吧’,这样不尊重患者没办法

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了解他的想法。”
2.3.4 职业态度 护士只有树立积极的工作态度,
才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来完成心理护理。
N1:“在护士(服务)态度不好的情况下,患者心理方

面的照护(目标)是达不到的,患者的需求也不能被满

足,这是我们要注意的。”N11:“对工作的态度就决定

了你(护士)能不能把工作做好,你有积极进取的态

度,就能把心理护理工作做好。”
2.4 个人特质

2.4.1 自我发展 护士应主动学习护理心理学相关

知识,提升自身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从而提升心理

护理质量。N1:“外界大环境大家都在呼吁学习,护
士应该跟上这个行业的步伐去学习,护士应学习心理

护理技巧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运用。”N23:“知识是无

界限的,你(护士)肯定要增长自己(的见识),你知道

得越多给予患者的心理指导会更好。”
2.4.2 心理素质 护士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为患

者提供合适的心理支持,始终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
N2:“(护士)要调节自己的心理,不要把患者的负面

情绪全都转移到自己身上。”N12:“护士自己的内心

要足够强大……如果护士自己满腹牢骚,怎么去感染

患者,给予患者正能量呢?”
2.4.3 自我反思 护士要反省自我,纠正心理护理

服务的过失,弥补短处。N1:“今天有个家属叫我换

液体,但她不是我这组的,我有点生气地让她去叫自

己的责任护士换,那个家属因自己的爱人生病心理本

来就难受,我这种态度她会更难受……我一下子意识

到自己没有顾及到患者家属的心理感受,于是立即向

她道歉。”N18:“那天有个酮症酸中毒的(患者)欠费

了,我很急,催他公众号缴费,他觉得我不在意他的心

理感受……后来我自己也想,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工作

就做不到那么细致,会出现一些状况。”
2.4.4 性格特征 护士乐观的心态及良好的品质将

影响到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N2:“如果这个护士具

有人文关怀的意识,一方面可能是性格导致的,不太

以自我为中心,会比较关注对方的感受;另一方面可

能是护士自己平常的积累。”N12:“温度都是会传递

的,你(护士)阳光、乐观的话,你也能感染他们(患
者);你对生活的热情也是一种很好的正能量,可以感

染到患者。”
2.4.5 礼仪形象 护士得体的外在形象会影响患者

的就医感受,增进护患关系,从而改善患者的情绪体

验。N19:“你(护士)只有文明用语,举止行为恰当,
慢慢才能将心理护理渗透到日常工作中。”N24:“仪
容仪表干净整洁,给患者留下好的第一印象,这也会

增加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衣服也要整齐,看起来

就干净利索。”
2.5 动机

2.5.1 心理护理意识 护士有强烈的心理护理意

识,才能在护理操作的各个环节中有针对性地施教。
N3:“如果护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心理护理的重要

性,那肯定是做不好心理护理的,想得到患者(较好)
的满意度也是很难的。”N11:“(心理护理)一定是贯

穿在查房过程中,在护理操作过程中,在健康宣教过

程中,不是独立的。”N17:“(护士)要做有心人……如

果你(护士)发现患者有情绪问题,你可以在护理过程

中随时跟他聊天,了解他的想法,然后抽空去进行深

入的探讨。”
2.5.2 职业认同感 护士的职业价值认同感可增强

自身从事护理事业的使命感,激发工作潜能。N8:
“我觉得给患者足够的信任感就够了,他(在不舒服的

时候)愿意握着我的手,而且是紧紧地握着,我是有一

点成就感的,我觉得只做这个动作(抚摸)是对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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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给他心理支持。”N10:“对于我自己而言,因为我热

爱这份工作……我认为(护士)付出多一点,患者心理

也会舒服点。”N19:“如果(心理护理)起到一定的效

果,我们会感觉被需求、被尊重、被认可,这时候大家

就愿意去做……因为会激发我们的效能。”
2.5.3 集体荣誉感 集体荣誉感能够激发奋进力

量,增加护士群体的凝聚力。N3:“员工的荣誉感能

够对患者的心理护理起很大作用……(若护士)把这

一个集体当成自己的家,她能(从心底里)更加负责地

对待每一位患者。”

3 讨论

3.1 知识和技能是护士心理护理胜任力的基本要

求 知识和技能是冰山模型中“水面以上部分”,具
有外显性,容易了解。多名受访者提及护理专业知

识的重要性,她们强调要熟悉疾病才能明白影响患

者心理健康的因素,这与 Metzl等[12]研究结果一致。
Waite等[13]提出护士应增加知识储备以提高心理健

康护理能力,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

科知识。而本研究结果仅包含心理专业知识和护理

专业知识,可能与受访对象为非心理专业有关,她们

对心理学知识掌握不够全面。这提示在未来需构建

多学科心理护理课程体系,加强心理学相关知识的

培训。
在心理护理技能方面,有8名受访者提出要使用

相关量表对患者进行心理评估。抑郁症筛查量表、焦
虑自评量表和心理痛苦温度计均为可靠的心理问题

筛查工具,灵活运用这些量表可以提高患者心理评估

的准确性。综合受访者的观点,心理危机处理技能与

思维认知技能在护士的心理护理胜任力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可为及时、恰当处理患者心理问题提供保障。
基于人性化护理与患者构建友好的关系能有效确保

患者的安全[14],多学科团队通过促进专业人员之间

的合作进而加强心理护理服务[15]。因此,护士不仅

要与患者及家属建立信任,还要与同事增进合作。本

研究受访者还指出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能缓解其对

未知领域的恐惧,故护士要为患者及其家庭成员提供

健康知识,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自

我效能,从而缓解其负性情绪。
3.2 职业道德和个人特质是护士心理护理胜任力重

要的隐性特征 职业道德和个人特质犹如深藏的“水
面以下部分”,难以被发现。在本研究中,受访者谈及

开展心理护理服务,护士需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认真

的工作态度,这与 Paragas[16]的研究结论相同。此

外,理解和考虑患者的知识、信仰、价值观和偏好对其

治疗效果和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17];维护患者的

尊严和保证心理健康服务公平也是护士开展心理护

理需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13,16]。关于个人特质,部分

受访者谈到护士学习能力和自我反思的重要性;

Goudreau等[18]也提出护士需要发展自己的专业并实

施护理新方法,同时提出护士反思工作经验有助于提

升自身护理能力。不可忽视的是,护士自身心理素质

深深地影响着患者心理健康,护士在面对工作挑战时

自我调节情绪的行为有利于推进护理服务。因此,护
士保持自身心理健康才能去疏导患者的情绪问题。
同时,护士要树立自信心,培养细心和规范言行举止,
促使自身成为心理护理的关键角色。
3.3 动机是护士有效实施心理护理的推进剂 动机

是冰山模型的根基,是护士力求心理护理达到更高标

准的内在动力。心理护理融合在整个护理工作中,了
解整体护理重要性的护士才有可能将心理护理纳入

他们的日常工作[14-15],这提示护理管理者要通过培训

强化护士的心理护理意识,贯彻主动服务与精准服

务。护士获得欣赏和认可会显著激发其为患者提供

心理护理的动机[14-15],表明医院要完善支持心理护理

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以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值得一

提的是,结构健全的精神卫生护理需要集体力量[13];
若护士对自己所在的集体有足够的荣誉感,争取为集

体获得更好的发展,将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因此,
护理管理者要关爱护士,营造公平公正、积极向上的

工作氛围,提高团队凝聚力。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归纳出护士心理护理胜任

力的5个维度20项特征。研究结果可为培训和考核

临床护士的心理护理实践提供参考,以此建设专业化

心理健康服务队伍,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下

一步将构建适用于我国不同层次临床护士的心理护

理胜任力培训框架,为临床心理护理人才的培养及评

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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