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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在中医院护理人员培训工作中的应用

李 静 徐玉英 孙春红

聊城市中医医院护理部,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目的 探究与分析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在中医院护理人员培训工作中的应用。方

法 选取 180名中医院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对其分组,各 90名,对照组采取的是常

规培训模式,观察组采取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对比两组中医院护理人员的中医护理理论成绩、技

能成绩、辨证施护能力成绩、中医护理工作满意度以及岗位胜任力指标。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培训成

绩当中中医护理理论成绩、技能成绩以及辨证施护能力成绩以及总成绩均较高,岗位胜任力指标比例较高,

中医护理工作满意度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在中医院
护理人员中的应用获得了更高的考核成绩,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获得更高的岗位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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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服务培训作为一种专业知识点覆盖较

为全面的培训类型,对中医院护理人员理论知识以

及操作技能的要求较高［1-2］。不过既往临床工作中

所应用的培训较为单一,培训效果也欠佳。岗位胜

任力指的是一种能够在特定的工作岗位、组织环境

和文化氛围中承担职务(职位)的资格和能力。近

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培训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岗位

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3-4］。

研究报道指出,在当前的中医院护理人员培训工作

中,如何采取专业化的标准对中医院护理人员进行

培训,并要求其具备与岗位相对应的技术操作能力

以及知识应用能力,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5］。我院

实施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并将其应用

到中医护理培训工作中,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在全院17个病区范围内,

工作2年以上均取得护士资格证书且至今在岗的180名

中医院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

对其分组,各90名,对照组中男3例,女87例,年龄

24~40岁,平均(29.61±3.77)岁;观察组中男2例,

女88例,年龄23~39岁,平均(29.30±3.26)岁,两
组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全部护理人员均接受了为期 6个月

的培训;均签署了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排除

标准: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中断学习及培训者;因各

种原因导致的培训相关资料缺失者。

1. 2   方法

1. 2. 1   对照组采取常规培训模式,结合科室内

的培训大纲对中医护理服务能力的理论及操作技能

进行培训。

1. 2. 2   在对照组基础上,观察组采取岗位胜任

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1)分析岗位胜任力与中医

院护理人员培训之间的契合点通过利用调研法、文

献法、总结归纳等研究方法对中医院护理人员当前

操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进行深入分析及判断,

结合《(2021—2025年)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大力推动中医护理发展,强化中医护理人才

培养,不断提高中医护理服务能力,找到岗位胜任

力与中医院护理人员培训之间的契合点。(2)找出

既往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从本院当前所具有的师资

水平、培训资源、培训方法以及考核体系等范围出

发,对当前中医院护理人员的培训现状进行分析,

分析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在正式培训之前,由带

教老师指导中医院护理人员进行文献的查阅工作,

梳理前期中医院护理人员所具有的医学资源、学生

学习动机、培训方法等,找出可能对培训效果造成

影响的因素,并给予解决。围绕常见中医护理服务

技术出发,包括艾灸、穴位贴敷、中药涂擦、磁

疗、拔罐等方法,要求中医院护理人员对所需学习

的知识点进行自我总结。(3)培训方法的转变。结

合培训之前总结的知识点作为基础,在带教老师的

培训指导下,中医护理人员能够以小组(5~6名)为
单位自行查阅文献,共同完成中医护理理论知识以

及操作技能的学习。在整个培训工作中,重点推动

培训模式的转变,将岗位胜任力作为核心的培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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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4)在课后进一步地复习课前及课中所涉及到

的知识点,对重点问题进行科研设计,以小组为单

位,完成临床实践工作。

1. 3   观察指标 (1)中医护理理论、技能以

及辨证施护能力考试题目均围绕本科室内的培训

大纲展开,总成绩为100分。(2)采用本院自制

的岗位胜任力指标评价量表评价,效信度较好,

Cronbach’α=0.857,评价指标包括了增强理论知

识应用能力、增强实践能力、增强动手能力、具

备患者评估以及制定护理服务计划的能力、增长见

识、增强工作责任心、形成专业思维、促进培养创

新能力、提高人际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增强

工作岗位自信心,指导中医院护理人员自我评价,

统计每个指标下合格中医院护理人员所占比例。

(3)采用本院自制满意度量表对中医院护理人员

满意度进行评价,Cronbach’α=0.866,满分为100

分,得分80~100分评为非常满意,得分60~79分评
为满意,得分在59分及以下评为不满意,以非常满

意与满意之和作为总满意度。

1.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取χ 2检验,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 ±s)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表示,
采取t检验,以 P<0.05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中医院护理人员的中医护理理论、技

能以及辨证施护能力成绩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
相比中医护理理论成绩、技能成绩以及辨证施护

能力成绩以及总成绩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 1 两组中医院护理人员的中医护理理论、技能以及辨证施护能力成绩对比( ±s,分)

组别 例数 中医护理理论成绩 技能成绩 辨证施护能力成绩 总成绩

对照组 90 15.25±4.12 46.51±5.36 15.63±3.25 86.21±5.26

观察组 90 17.98±3.24 54.41±6.76 17.84±2.46 91.40±6.33

t 3.494 6.143 3.637 4.230

P 0.001 <0.001 0.001 <0.001

2. 2   两组中医院护理人员的岗位胜任力指标对

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中医院护理人员自我评价
增强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增强实践能力、增强动手

能力、具备患者评估以及制定护理服务计划的能

力、增长见识、增强工作责任心、形成专业思维、

促进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际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

能力、增强工作岗位自信心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 2 两组中医院护理人员的岗位胜任力指标对比［n(%)］

组别 例数
增强中医理
论知识应用
能力

增强实践
能力

增强动手
能力

具备患者评
估以及制定
护理服务计
划的能力

增长见识
增强工作责
任心

形成中医辩
证思维

促进培养创
新能力

提高人际沟
通能力与团
队协作能力

增强工作岗
位自信心

对照组 90 64(71.11) 54(60.00) 60(66.67) 68(75.56) 70(77.78) 60(66.67) 52(57.78) 54(60.00) 58(64.44) 56(62.22)

观察组 90 82(91.11) 76(84.44) 78(86.67) 84(93.3) 86(95.56) 84(93.33) 80(88.89) 76(84.44) 78(86.67) 80(88.89)

χ 2 5.874 6.702 5.031 5.414 6.154 10.000 11.136 6.702 6.106 8.663

P 0.015 0.010 0.025 0.020 0.013 0.002 0.009 0.010 0.014 0.003

2. 3   两组护理工作总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与对
照组相比中医院护理人员对中医护理工作的总满意

度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 3 两组护理工作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90 42(46.67)39(43.33) 9(10.00) 81(90.00)

观察组 90 48(53.33)40(44.44) 2(2.22) 88(97.78)

χ 2 4.744

P 0.029

3  讨  论

3. 1   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明显提高

了考核成绩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在我国医疗
单位内的不断发展,开始对中医院护理人员中医护

理服务培训引起更多的重视［6-7］。鉴于既往临床工

作中,尚未形成一支稳定的中医护理队伍,仍然存

在缺口,我院则就此开展深入研究,对中医院护理

人员中医护理培训给予更多重视,开始就以岗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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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在中医院护理人员中的应用

进行探讨。所谓岗位胜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岗位、

组织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绩优者所具备的可以客观衡

量的个体特征及由此产生的可预测的、指向绩效的

行为特征［8-9］。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作

为一种新型的培训模式,在培训过程中以中医院护

理人员作为主体,进一步引导了中医院护理人员能

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提出相应的科学问题,对设计研

究方案给予解决,以此获得更好的培训效果［10-11］。

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中医护理理论成

绩、技能成绩以及辨证施护能力成绩以及总成绩均

较高,结果可见,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

的应用通过促进并提高中医院护理人员得到自我学

习能力及动力,重建中医院护理人员对自我学习的

信心,不仅帮助提高了中医院护理人员对学习的兴

趣以及对重要知识点的记忆能力,也在根本上提高

了各方面的学习能力,明显提高了中医院护理人员

的护理服务能力［12］。

3. 2   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可改善岗

位胜任力指标 在观察其岗位胜任力指标上可见,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中医院护理人员自我评价增强

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增强实践能力、增强动手能

力、具备患者评估以及制定护理服务计划的能力、

增长见识、增强工作责任心、形成专业思维、促进

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际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能

力、增强工作岗位自信心的比例较高,提示以岗位

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的应用更加适用于中医院

护理人员这一岗位胜任力的培养,不仅从基础的培

训知识出发,同时也帮助提高了中医院护理人员的

科研能力以及小组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综合提高

了中医院护理人员的岗位胜任能力。

3. 3   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可提高中

医院护理人员满意度 由于该培训方法在应用期间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制定培训培养目标,分别从课

前、课中及课后出发,更好地帮助中医院护理人员

了解并熟悉在中医护理服务技能培训中所面临的各

个要点,同时在培训过程中也融入了实践技能以及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训,由此帮助中医院护理人员快

速成为符合岗位需求的临床工作人员,容易被中医

院护理人员所接受认可。在本次结果中,观察组与

对照组相比中医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进一步说

明了该培训方法的优势性,更加容易被中医院护理

人员接受并认可。

综上所述,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培训模式在

中医院护理人员中的应用获得了更高的考核成绩,

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同时获得了更高的岗位

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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