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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为培养学生老年照护核心能力提供参考。方法
 

自制老年照护人才

培养核心能力重要性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老年照护相关专业院校120所,对院校内72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
 

共有效调查652名教师。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前2位的能力为老年基本照料能力(3.99±
0.88)和老年应急救护能力(3.75±0.91),末2位为组织管理能力(3.05±1.07)和科研创新能力(2.16±1.05)。Logistic回归结

果显示,院校类型、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影响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水平(P<0.05,P<
0.01)。结论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与院校类型、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相关,要从优化课程设

置、加强人才培养的合作与交流等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老年照护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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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照护是由非正式和正式照顾者为失能、半失

能等老年群体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康复保

健等一系列服务的总和[1]。我国不同程度失能的老

年人占12.54%,其中轻中度失能老年人占10.54%,
重度失能老年人占2%[2]。2018年的《中国民政统计

年鉴》[3]数据显示,我国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鉴定合格

的养老护理员人数仅4万多,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需

求。教育部于2019年4月发布《关于做好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4],1+X证书制度,就是

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该项政策促进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

育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老年照护人才队伍的建设。
老年照护相关专业包含护理学、老年服务与管理、健
康服务与管理、康复治疗、中医养生保健等学科专业。
院校老年照护人才的培养将有效缓解当前我国失能

半失能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压力。为了解院校教师

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本课题组对全

国120所院校的652名教师进行调查,以期为进一步

完善老年照护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

分方法》[5],并根据参与教育部老年照护1+X证书制

度的试点院校(231所)名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东
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院校按照1∶2的比例抽取,东北

地区的院校仅6所,全部抽取,最终抽取东部地区院校

55所,中部地区院校25所,西部地区院校34所及东北

地区院校6所。纳入标准: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的

教师。排除标准:拒绝参与本次调查者。
1.2 方法

1.2.1 问卷内容 问卷主要包括2个方面:①被调

查者及所在院校的基本信息(包括所在地区、院校类

型、教师学历、教师职称、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的开

设时间及在校学生数量);②参考相关文献[6-8]以及中

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研发的初、中、高级《老年

照护职业技能培训教材》,并咨询老年照护领域专家

对问卷条目进行评定,归纳出老年照护人才培养的8
个核心能力,即职业认知能力(个人素质、伦理道德、
法律知识等)、老年基本照料能力(饮食、睡眠、清洁

等)、老年应急救护能力(跌倒、烫伤、心脏骤停等)、老
年照护理论知识(医疗常识、用药原理、认知障碍等)、
老年健康教育能力(心理健康、中医养生等)、信息技

术运用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科研创新能力。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法,“不重要”“比较不重要”“一般”
“比较重要”“重要”分别计1~5分,共计40分,评分

越高提示该种能力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越值得重视。
根据本次调查采用的Likert

 

5级计分法,评分为一般

的得分为3分,8项能力共计24分。以24分为界,<
24分的评分为低评分组,≥24分为高评分组。本研

究Cronbach's
 

α系数为0.871。
1.2.2 调查方法 2019年10~12月,中国社会福

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在长沙、北京、重庆、西安等地举办

了6期考评员培训班,试点院校的老年照护相关专业

教师前来参加培训。研究人员向被抽中院校的教师

发放纸质问卷,每所被抽取的院校发放6份问卷,由
该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的教师进行填写,填写后当

场收回。对不能当场填写问卷的教师发放电子问卷

链接,请其在1周内提交问卷。共发放问卷720份
(纸质696份,电子24份),回收有效问卷652份
(90.6%)。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0软件录入问

卷数据;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
单因素分析采用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院校教师及所在院校的一般资料 652名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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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中,来自东部地区294名,中部地区142名,西部

地区187名,东北地区29名。院校类型:中职院校

153名,高职院校458名,本科院校41名。学历:本科

以下382名,硕士以上270名。职称:助教101名,讲
师335名,副教授172名,教授44名。所在院校老年

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3年234名,4~6年175
名,7~9年59名,≥10年184名。所在院校老年照

护相关专业数量:1~2个236名,3~4个142名,≥5
个274名。
2.2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

得分 见表1。
表1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

重要性评价得分(n=652)

项 目    得分(x±s)

职业认知能力 3.43±1.08
老年基本照料能力 3.99±0.88
老年应急救护能力 3.75±0.91
老年照护理论知识 3.47±0.91
老年健康教育能力 3.41±0.97
信息技术运用能力 3.38±1.06
组织管理能力 3.05±1.07
科研创新能力 2.16±1.05
总分 26.65±5.80

2.3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

的单因素分析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

重要性评价总分处于低评分组192人,高评分组460
人。以院校所在地区、院校类型、教师学历、教师职

称、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院校老年照护

相关专业数量为自变量,以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

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总分分组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高评分组和低评分组在院校类型、院
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

业数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见
表2。
2.4 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的多

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P<0.3的变量纳

入多因素回归模型,运用逐步回归法构建模型,-2
对数似然比值为750.545,χ2=39.827,P<0.01。以

重要性评分水平为因变量(低评分组=0,高评分组=
1),以所在地区、院校类型、教师职称、院校老年照护

相关专业开设时间、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数量为自

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院校

类型、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与院校教师对

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水平有关(P<
0.05,P<0.01)。见表3。
3 讨论

3.1 完善老年照护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性 根据当

前我国老年照护人员队伍现状和社会需求,完善老年

照护人才培养体系,对提高老年照护队伍的质量和数

量,有效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推动健

康老龄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开展老年照

护人才培养的8个核心能力重要性的评价调查,了解

院校老年照护相关专业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

力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以及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及其

相关性,从而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院

校间的合作交流、院校优化和完善老年照护相关专业

的理论课程和实习科目的设置提供参考,进而完善老

年照护人才培养体系,提高老年照护人才的综合能

力。
表2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

重要性评价的单因素分析 人(%)

项目 人数
低评分组

(n=192)
高评分组

(n=460)
χ2 P

所在地区 3.895 0.273
 东部 294 79(26.9) 215(73.1)

 中部 142 41(28.9) 101(71.1)

 西部 187 65(34.8) 122(65.2)

 东北 29 7(24.1) 22(75.9)
院校类型 30.889 0.000
 中职院校 153 72(47.1) 81(52.9)

 高职院校 458 113(24.7) 345(75.3)

 本科院校 41 7(17.1) 34(82.9)
教师学历 0.069 0.375
 本科以下 382 114(29.8) 268(70.2)

 硕士以上 270 78(28.9) 192(71.1)
教师职称 6.771 0.080
 助教 101 36(35.6) 65(64.4)

 讲师 335 105(31.3) 230(68.7)

 副教授 172 43(25.0) 129(75.0)

 教授 44 8(18.2) 36(81.8)
专业开设时间(年) 11.353 0.010
 ≤3 234 87(37.2) 147(62.8)

 4~6 175 44(25.1) 131(74.9)

 7~9 59 12(20.3) 47(79.7)

 ≥10 184 49(26.6) 135(73.4)
专业数量(个) 7.603 0.022
 1~2 236 84(35.6) 152(64.4)

 3~4 142 41(28.9) 101(71.1)

 ≥5 274 67(24.5) 207(75.5)

表3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的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652)

变量 β SE Waldχ2 P OR 95%CI

常数 -0.211 0.197 1.252 0.263 0.802 -
院校类型

 高职院校 0.992 0.198 25.181 0.000 2.698 1.831~3.975
 本科院校 1.465 0.449 10.646 0.001 4.326 1.795~10.429
专业开设时间

 4~6年 0.492 0.226 4.754 0.029 1.636 1.051~2.546
 7~9年 0.824 0.358 5.303 0.021 2.279 1.130~4.593
 ≥10年 0.538 0.221 5.935 0.015 1.712 1.111~2.640

  注:院校类型以中职院校为参照;专业开设时间,以≤3年为对照。

3.2 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

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

心能力重要性的各项评分除科研创新能力外,其余各

项能力评分的平均分都高于3分,即能力重要性评分

标准的“一般”以上。评分前2位的为老年基本照料

能力(3.99±0.88)和老年应急救护能力(3.75±
0.91),说明院校教师对学生实操能力的培养重视程

度高。有研究表明,双导师制带教模式可以提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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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增加学生实践经验和自信,进而增强学生的临

床实操能力[9]。因此要推动双导师责任制教学的人

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临床经验的积累、社会角色的

良性过渡和良好护患关系的形成[10]。加强与医院、
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等单位的合作,邀请一线老年照

护专家作为院校兼职教授,在学生实习过程中进行带
教和指导。此外,院校还要与行业企业、院校教师及

时沟通,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的有

效性[11]。改变传统的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推
动由政府主导的校企合作网络创新平台建设与推

广[12],通过线上发布信息、线下实体活动的方式为学

生提供实习、工作等服务,形成企业之间、学生之间的
良性竞争,推动人才资源与企业需求有效整合,提高

就业 质 量。本 项 调 查 结 果 显 示,组 织 管 理 能 力
(3.05±1.07)和科研创新能力(2.16±1.05)评分排

在末两位,与宋宇等[13]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由于本

次调查对象主要为中、高职院校教师,更注重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培养,因而这2项能力相对而言并不是需
要着重培养的核心能力,更加适合培养本科以上的老

年照护相关专业学生。
3.3 影响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

评价的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院校类型、院校老年

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与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
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水平相关(P<0.05,P<0.01)。
相对于中职院校,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教师对老年照

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价总分更倾向于处于高分

组(OR=2.698、4.326)。可能因为:①中职院校的培

养目标是学生掌握今后从事老年护理工作中所需要

具备的最基本知识,包括掌握老年护理相关的学科知
识、老年护理方面的社会生活经验等以及通过多种信

息渠道而获得的老年护理相关信息知识。而高职院

校和本科院校培养目标更高,设置的课程和教学内容

会比中职院校更复杂。②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初

级证书所对应的中职院校主要是讲授生活照料、康复
应用、日常救护等内容,中级证书所对应的高职院校

是除初级证书所需掌握内容外,还要讲授应急救护、
认知障碍照护、能力评估、组织管理等内容,高级证书

所对应的本科院校是除初、中级内容外,还要安排制

定照护计划、机构质量控制、信息化技术应用以及照

护技术应用研究等内容。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不同院校类型在课程安排上会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了

院校教师对核心能力重要性的评分。相对于开设≤3
年的院校,开设老年照护专业4~6年、7~9年和≥
10年院校的教师对老年照护人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

价总分更倾向于处于高分组。可能是因为院校老年
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长的教师教学经验更加丰富,
对各项老年照护核心能力的理解更为全面,评分可能

会更高。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院校教师对老年基本照料能力

和老年应急救护能力重要性的评分最高,对组织管理

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评分最低;院校类型、院校老

年照护相关专业开设时间与院校教师对老年照护人

才核心能力重要性评分有关。提示相关部门应鼓励

不同类型院校积极参与,建立健全中职、高职、本科的

多层次老年照护人才培养体系。围绕老年基本照料

能力和老年应急救护能力等重要性评分较高的能力

来优化老年照护相关课程、实习科目的设置。本科院

校应当重视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推动管理制度完善和老年照护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不同类型院校要加强老年照护相关专业的合作与交

流,进一步完善老年照护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培

养标准制定及老年照护相关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

老年照护人才培养多元化、体系化,为推动我国健康

老龄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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