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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适用于硕士学历护士的规范化培训方案,为高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打下基础。方法
 

基于胜任力理论,运用半结

构访谈法及文献回顾法设计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案问卷,通过Delphi法对25名专家进行2轮专家函询,确立硕士学历护

士规范化培训方案。结果
 

硕士学历护士的规范化培训方案包括培训项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考核方式4方面共70个条目。2
轮函询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83%、100%,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783、0.869;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276、0.302。结论

 

本研究

构建的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案有较高的专家认同度和可靠性,适用于硕士学历护士的培训;尚有待实践检验和进一步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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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standardized
 

training
 

scheme
 

suitable
 

for
 

nurses
 

with
 

master
 

degree,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this
 

population.
 

Methods
 

Based
 

on
 

competency
 

theory,
 

a
 

questionnaire
 

on
 

standardized
 

training
 

scheme
 

for
 

master
 

nurses
 

was
 

designed
 

vi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n
 

a
 

2-round
 

Delphi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25
 

experts
 

to
 

confirm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scheme.
 

Results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scheme
 

for
 

nurses
 

with
 

master
 

degree
 

consisted
 

of
 

4
 

aspects:
 

training
 

items,
 

training
 

contents,
 

training
 

way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which
 

containing
 

70
 

items
 

total-
ly.

 

Experts'
 

response
 

rates
 

were
 

83%
 

and
 

100%
 

in
 

the
 

2
 

rounds,
 

experts'
 

authority
 

coefficient
 

were
 

0.783
 

and
 

0.869,
 

and
 

the
 

Kendall
 

coefficients
 

of
 

concordance
 

were
 

0.276
 

and
 

0.30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ed
 

standardized
 

training
 

scheme
 

for
 

nurses
 

with
 

master
 

degree
 

has
 

high
 

expert
 

identity
 

and
 

reliability,
 

it
 

is
 

suitable
 

for
 

the
 

training
 

of
 

master
 

degree
 

nurses,
 

while
 

it
 

still
 

needs
 

practice
 

verification
 

and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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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护理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硕士学历

护士进入临床[1],为护理队伍补充了高素质人才,有
利于临床护理水平的提升和专科护理的发展[2]。新

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下称规培)是提高护士职业能

力、开发护理人力资源的重要阶段[3]。2016年国家

卫计委颁布了《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行)》[4],标志

着全体新入职护士规培的开始。但现阶段新入职护

士规培仍处在探索阶段,未将不同学历层次的新入职

护士区别培训,硕士学历护士仍旧沿用本、专科培训

大纲,这与硕士研究生学历护士培训需求不符,达不

到应有的培训效果。鉴此,本研究基于胜任力理

论[5-6]和专家函询法构建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规培方

案(下称规培方案),以期为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的规

培奠定基础,具体方法与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访谈对象 2018年1月15~26日采用目

的抽样法选取护理管理者、带教老师、硕士学历护士

等共19人为访谈对象。护理管理者及带教老师入

选条件:①从事护理管理或相关工作10年以上;②
本科及以上学历;③中级及以上职称;④对本研究有

足够的了解和积极性。入选的13人中,女12人,男
1人;年龄38~52(45.01±4.32)岁;学历:硕士及

以上7人,本科6人;职称:主任护师5人,副主任护

师4人,主管护师4人;职务/岗位:护理部主任2
人,总护士长4人,护士长3人,临床非专职带教老

师4人。硕士学历护士入选条件:①正在接受规范

化培训;②自愿参加本研究,配合访谈。6人均为女

性,年龄25~28(26.67±1.03)岁;主管护师1人,
护师5人。
1.1.2 预函询专家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护

理相关专业的护理管理者、护理学院专家对本培训方

案进行预函询。7名专家均为女性,年龄37~45
(40.71±3.04)岁。硕士及以上学历4人,本科3人;
中级职称3人,副高级3人,正高级1人。
1.1.3 函询专家 遴选标准:①从事护理或相关工

作15年以上;②本科及以上学历;③中级及以上职

称;④对本研究有足够的了解和积极性,⑤自愿参加

本项研究,并能够完成本研究的2轮函询。函询专家

来自重庆、湖北、广东、江苏、山东等12个省市,共入

选25人,男2人,女23人;院内3人,院外22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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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40~67(50.71±5.94)岁;工 作 年 限10~37
(28.71±6.38)年。学历:博士3人,硕士14人,本科

8人。职称:正高级14人,副高级4人,中级7人。职

务:医院副院长2人,护理部主任10人,人力资源部

主任1人,继续教育中心主任1人,护理部副主任2
人,科护士长2人,护士长2人,护理学院院长2人,
护理学院副院长1人,护理学院教师2人。硕士生导

师14人,博士生导师4人。
1.1.4 课题组成员 共5人,主任护师、副主任护

师、主管护师、护师,硕士研究生各1人。小组成员共

同完成本研究,包括课题设计、文献检索、访谈、整理

结果等。
1.2 方法

1.2.1 规培方案函询问卷的形成 由课题组成员以

胜任力[5-6]为理论基础,充分研究国内外的相关文献,
参考职业培训较先进国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
的入职培训方式方法[6-11],编制访谈提纲,内容包括

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的现状、存在问题、
解决办法、建议等,对19名访谈对象分别进行半结构

深入访谈,形成函询问卷初稿。选取临床护理管理、
护理教育的7名专家进行预函询,课题组针对预函询

结果讨论后进行问卷的调整,最终形成正式函询问

卷。函询问卷包括导语、规培方案及专家基本信息3
个部分,规培方案包含6个培训项目、22项培训内

容、9种培训方式及34项考核方式。函询问卷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很不重要、一般、不重要、重要、非
常重要依次赋1~5分,并请各专家对不合理的条目

提出修改意见。筛选原则为重要性赋值均数≥4.0,
变异系数≤0.25,结合课题组讨论意见修改。
1.2.2 专家函询 2018年2月通过电子邮件和现

场发放纸质问卷的形式进行专家函询,第1轮专家函

询结束后,整理分析专家意见修订形成第2轮函询问

卷,2018年3月进行第2轮专家函询,形成规培方案。
1.2.3 统计学方法 将收集的数据录入SPSS22.0
软件并进行统计分析,双人录入数据;计算积极系数

反映专家积极程度;专家权威程度(Cr)用来判断研究

结果的可靠性,计算公式:Cr=(Ca+Cs)/2(Ca 为专

家对问题做出判断的依据;Cs则代表专家对问题的

熟悉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肯德尔协调系数

(Kendall's
 

W)来表示,取值范围0~1,值越大说明专

家的一致程度越高。
2 结果

2.1 专家积极系数、权威程度及协调程度 专家积

极系数:第1轮发放问卷30份,回收问卷25份,有效

回收率为83%;第2轮发放25份,回收25份,有效回

收率为100%。2轮提出意见的专家分别为24名和9
名。2轮函询专家权威系数Cr分别为0.783、0.869。
本组专家对研究函询内容的权威程度较高,函询结果

可靠。专家协调程度:第1轮Kendall's
 

W 为0.276,
第2轮Kendall's

 

W 为
 

0.302(均P<0.01)。
2.2 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规培方案 第1轮函询结

束后,培训内容中删除2个条目、增加1个条目、合并

1个条目、完善2个条目的表述,培训方法中增加1个

条目,考核方式中完善4个条目的表述;第2轮函询

结束后,培训内容中删除1个条目,考核方式中修改1
个条目的内容。最终形成的规培方案包括6个培训

项目,22项培训内容,8种培训方式及34项考核方

式,见表1~3。
3 讨论

3.1 专家的代表性和函询结果的可靠性分析 本研

究25名函询专家来自全国12个省市,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专业领域或研究领域涵盖了护理管理、护理教

育、临床护理、临床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10名函

询专家担任医院内护理部主任,3名函询专家担任护

理学院院长或副院长,14名专家为护理硕士研究生

导师,表明函询专家对临床硕士学历护士的规范化培

训有深刻的理解,证明本研究可靠性较高。在2轮函

询中,有效回收率分别为83%和100%,提出意见的

函询专家占比分别为88.9%和33.3%,表示函询专

家对本研究内容熟悉,积极性较高;专家权威系数分

别为0.783、0.869,表明本研究权威性较好,结果较

为可靠。本研究2轮函询Kendall's
 

W 分别为0.276
和0.302,表明专家意见较一致。
3.2 培训方案分析

3.2.1 培训项目 本研究以硕士学历护士的特点、
临床护理培训需求、个人职业发展需求为基础,以增

强临床吸引力、充分发挥高学历护理人才能力为出发

点,构建了硕士学历护士的培训方案。该培训方案将

硕士学历护士的自身需求与临床需求融合,开设了管

理能力、教育能力、临床科研能力的相应培训,并进行

考核,
 

这比本、专科学历护士培训内容涉及更广、更
深,更符合硕士学历护士的特点。研究结果显示,实
践能力、基本理论知识、健康教育能力培训项目重要

性赋值排在前3位,表明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仍

应以临床操作技能及基本知识培训为主,并侧重提高

硕士学历护士健康教育能力。而管理能力培训重要

性赋值(4.12±0.61)最低,一方面可能与目前国内对

硕士学历护士管理能力培训认识不足有关,另一方面

则可能是规范化培训时间有限,培训重点仍应以技能

为主。但国外已将管理能力列为护士能力评价标准

之一[11]并有相应的培训方案,且已有研究显示硕士

学历护士更期待接受护理管理相关培训[12-13],所以培

训方案最终将管理能力纳入培训,但在进行培训时则

侧重培训管理能力的基础知识。以上结果显示,该培

训项目的设计符合硕士学历护士的培训需求,且具有

一定可行性。

·28·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Apr.
 

2019 Vol.34 No.8



表1 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内容

培训项目 培训内容 重要性赋值(x±s) 变异系数

基本理论知识 4.71±0.52 0.1108
关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规范标准的专题讲座 4.76±0.51 0.1076
关于沟通的基本原则、方式和技巧,心理护理知识讲座 4.60±0.69 0.1506
护理文书书写及院内工作流程 4.48±0.50 0.1115
关于医学伦理、护理人文关怀、职业道德等理论的讲座 4.76±0.43 0.0897

实践能力 4.85±0.34 0.0717
临床常见疾病的评估、诊断、护理、检查结果的查房 4.68±0.55 0.1166
常见护理操作的实践(包括无菌技术、CPR、心电监测技术、人工 4.92±0.27 0.0551
气道护理等)
协助急危重症患者的急救 4.96±0.20 0.0395
关于临床常用药物的用法、禁忌、不良反应等相关知识 4.84±0.37 0.0757

临床科研能力 4.61±0.47 0.1018
如何从临床护理工作中发现科研问题 4.76±0.43 0.0897
如何针对科研问题利用现有资源获取文献 4.76±0.43 0.0897
如何申请课题、报奖、结题及课题鉴定 4.20±0.57 0.1347

临床教学能力 4.16±0.60 0.1471
如何进行教学内容设计 4.28±0.66 0.1553
如何进行课堂授课 4.20±0.57 0.1347
如何在课堂中引导护生发现及解决问题 4.28±0.53 0.1240
如何对护生进行课堂评价 4.16±0.67 0.1620

健康教育能力 4.71±0.44 0.0932
如何设计健康教育内容 4.88±0.32 0.0666
如何根据患者及家属需求进行健康教育 4.68±0.47 0.0997
如何评估患者及家属对健康教育的感知情况 4.76±0.43 0.0897

管理能力 4.12±0.61 0.1482
护理风险和患者安全管理的相关知识 4.68±0.47 0.0997
如何进行护理质量管理 4.00±0.63 0.1581
如何平衡家庭及工作之间的压力 4.56±0.57 0.1253
了解及掌握护理管理的最新动态及前沿发展 4.00±0.71 0.1782

表2 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法

培训方法 重要性赋值(x±s) 变异系数

课堂讲授 4.04±0.60 0.1482
小组讨论 4.60±0.57 0.1230
临床查房 5.00±0.00 0.0000
操作示教 4.72±0.53 0.1124
情景模拟 4.76±0.43 0.0897
网络授课 4.24±0.59 0.1380
案例分析 4.68±0.47 0.0997
项目教学 4.48±0.57 0.1281

3.2.2 培训内容 研究结果显示,“常见护理操作

的实践”、“协助急危重症患者的急救”重要性赋值均

数最高,与罗丹等[14]的研究一致,表明临床基础操

作及危重症护理是硕士学历护士的培训重点,体现

了临床护理的工作特点。其次,“设计健康教育内

容”重要性赋值则位居第3位,表明如何设计健康教

育内容是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关键,应对硕士学历

护士进行重点培训,以增强硕士学历护士的健康教

育能力。科研能力培训内容的设计则主要侧重科研

知识与临床护理的结合,帮助硕士学历护士发现临

床护理科研问题,开展科研工作。管理能力培训内

容总体重要性赋值较低,但“护理风险和患者安全管

理的相关知识”、“如何平衡家庭及工作之间的压力”
重要性赋值较高,表明硕士学历护士在护理风险管

理能力及应对压力的能力的培训上仍需进一步加

强。临床教学能力培训内容重要性赋值偏低,这可

能与硕士学历护士临床教学工作接触较少,缺乏教

学实践经验有关。本培训方案涵盖了22项培训内

容,在培训内容设置时,考虑硕士学历护士的培训现

状及培训需求,巩固硕士学历护士基本知识与技能,
帮助其迅速熟悉临床工作,进入临床护理工作状态。
本培训方案内容的设计侧重临床的实用性,由易到

难安排授课,使得培训内容易于理解、且便于实施。
3.2.3 培训方式 本研究最终确定了8种培训方

式,结果显示临床教学查房重要性赋值均数最高

(5.00±0.00),而课堂讲授法重要性赋值均数最低

(4.04±0.60),表明函询专家认可硕士学历护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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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自主性和主动性,并认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法已

不能满足硕士学历护士的学习需求,提倡在选择培

训方式时重视硕士学历护士综合能力的培训,有针

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授课方式,巩固临床知识及技能。
多样化的培训方式能够全面科学地传达知识和技

能,能够帮助硕士学历护士快速熟悉医院工作流程。
因此,本研究建议在硕士学历护士的培训中,采用临

床护理查房、情景模拟、操作示教等培训方法,发挥

硕士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培训授课质量。

表3 新入职硕士学历护士规范化培训考核方式

项目 考核方式
重要性赋值

(x±s)
变异

系数

考勤情况 轮转科室考勤(由科室内带教老师评定) 4.72±0.66 0.1408
科室内指定业务学习及业务查房的参与情况 4.80±0.49 0.1021
沟通合作能力(由科室内带教老师评定) 4.72±0.66 0.1408

工作态度 工作态度及效率(由科室内带教老师评定) 4.76±0.43 0.0897
周记完成情况、周会参与情况 4.36±0.74 0.1702
护理硕士研究生对轮转情况自评 4.68±0.47 0.0951
护士长、带教老师对轮转的总评分 4.88±0.32 0.0666
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评分 4.4±0.69 0.1575
专科护理及相关理论考试(包括护理、诊断、检验、药理等相关知识) 4.72±0.60 0.1274
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规章制度的考试 4.56±0.85 0.1869
院内信息管理系统、护理文书书写的理论考试 4.56±0.57 0.1253
职业素养、人文关怀、心理护理的理论考试 4.60±0.69 0.1506
科室出科考核 4.60±0.57 0.1230
专科理论知识考核(笔试) 4.60±0.63 0.1375
专科护理操作考核(临床床旁综合考核) 4.68±0.84 0.1785

OSCE 第1站:病史采集,综合全面的了解患者的生理、心理等情况,主要考察职业态度、与患者的沟通能力、评判性思 5.00±0.00 0.0000
 维能力及全面采集信息的能力

第2站:病例分析,根据患者情况提出诊断及护理诊断、护理计划、护理评估等 4.96±0.20 0.0395
第3站:护理技术,针对病情采取护理措施,主要考察基本护理操作 4.96±0.20 0.0395
第4站:健康教育,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教,考察健康教育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 4.96±0.20 0.0395
第5站:护理记录,针对提出的护理措施等填写护理记录文书,考察护理记录文书的书写 4.92±0.27 0.0551

临床科研能力 承担科室内的部分科研工作(论文检索、资料收集、数据分析等) 4.52±0.64 0.1416
参加科研、学术会议的次数≥5次,并积极进行会议交流 4.40±0.57 0.1286
选择临床科研课题并进行PPT汇报 4.32±0.55 0.1263
发现临床问题,申报发明专利≥1项 4.00±0.40 0.1000
学术论文≥1篇(发表在省级及以上期刊) 4.04±0.53 0.1306

临床教学能力 协助参与科室内教学查房≥5次,并完成查房记录 4.48±0.57 0.1281
协助带教老师完成护生授课≥5次,并参与PPT的制作 4.00±0.63 0.1581
参与科室内护生答疑等活动次数≥5次 4.28±0.66 0.1553

健康教育能力 独立为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教≥20次/科,并记录 4.68±0.55 0.1166
参与科室内宣传手册、宣传视频的制作 4.40±0.63 0.1437
参与大型社区健康教育活动≥3次 4.32±0.47 0.1080

管理能力 参加护理管理培训,且次数≥3次 4.08±0.63 0.1538
发现临床护理问题,并上交护理质量改进报告≥3份 4.00±0.63 0.1581
作为组织者组织科室内护生授课、答疑、考试等活动≥6次 4.12±0.59 0.1427

3.2.4 考核方式 本研究最终形成了包含轮转考

核、结业考核两部分的考核方式,这与新入职护士规

范化培训大纲要求一致,并将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OSCE)[15]作为结业考核的重点考核方式。已有研

究证明,OSCE能够与临床实际紧密联系,客观地反

映被 考 核 者 的 综 合 能 力,从 而 全 面 评 价 培 训 效

果[16]。本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函询专家对 OSCE也

持赞同态度。并且本研究中将临床科研能力、教学

能力、健康教育能力、管理能力的考核标准细化至具

体数字,既符合硕士学历护士的特点又提高了该方

案的可操作性。该考核方式通过全面客观地评价硕

士学历护士培训效果,可帮助硕士学历护士认识到

自身的不足,从而培养硕士学历护士自主学习的能

力。
4 小结

本研究构建的以胜任力为理论基础的硕士学历

护士规培方案,为临床硕士学历护士的规范化培训提

供了从培训内容至考核的全套方案,为高学历护士规

培打下了基础。但该方案尚未经实践检验,将在今后

培训应用中不断改进与完善,形成适用于全国的硕士

学历护士规培模板,切实提高硕士学历护士规培水

准,为临床培训高素质的高学历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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