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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实习护生的老年护理核心能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

&.,

名本科实习护生进行老年护理核心能力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采用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老年护理核心能力调查

表&结果
!

实习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总分为"

%&!.'̀ &1!)1

%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生源地'是否参加过老

年相关的实践活动是老年护理核心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

实习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有待提高&老年

护理教育者应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重视并创新老年护理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提高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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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国内老年人健康服务

需求日趋增加!对护理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中国护

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 &)&)

年)提出-要加快发

展老年护理从业人员培训规范工作!初步形成一支由

护士和护理员组成的老年护理服务队伍!提高老年护

理服务能力.

$

*

%

"护生是老年护理事业的主体力量!

其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是影响未来老龄人口照护质量

的关键因素!针对护生的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标准!国

内外学者做了相关研究"

&)*)

年美国护理院校联盟

(

880#

)发布了&美国护理本科教育老年护理胜任力

标准及课程指南'

$

&

%

!提出护理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的

*%

项老年护理核心能力!为提供可获得的#高质量的

老年护理服务奠定了基础"

&)*.

年刘月$

(

%构建了
&,

项老年护理本科人才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为我国老年

护理人才的培养#评价和考核提供了依据!护生的老

年护理核心能力逐渐受到关注"面对老龄化社会的

挑战!护理教育者应以-老年照护需求为导向#以老年

护理核心能力为引领.!有针对性地#系统规范地培养

老年护理高素质人才"实习护生在校期间学习过&老

年护理学'课程!并在具体的临床护理实践中接触了

部分老年患者!其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有所提升!但尚

未有确切报道"本研究通过调查实习护生的老年护

理核心能力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期待为进一步制订

老年护理教学改革策略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郑州市#洛阳

市内三甲医院实习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本科护理专业学生,(

&

)正在实习阶段,(

(

)自愿参加

本研究"

D!E

!

方法

D!E!D

!

调查工具

D!E!D!D

!

一般资料问卷
!

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设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护理教育分会教育科学基金项目(

P27N6e*,)'*

)"

!

作者简介*张倍倍(

*%%(^

)!护士!在读硕士!主

要从事护理教育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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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特征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比较&

-c&.,

(

; B̀

(分'

项目 指标
-

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
?

+

N !

性别 男
&1 %1!1+̀ &(!)% *!),' )!&+%

女
&&% %*!%&̀ &1!'+

年龄(岁)

&)

!

&* *&) %)!&*̀ &1!.% *!&%, )!*%,

&&

!

&' *(, %'!,)̀ &,!.(

生源地 城市
.* *))!*)̀ &1!%1 &!&', )!)&,

农村
&). %)!,,̀ &,!.1

是否是独生子女 是
(, ++!(*̀ &'!1* *!)*& )!(*&

否
&&) %(!&(̀ &1!'&

是否喜欢与老年人相处 喜欢
*&% %.!%'̀ &1!,( &!)1) )!*&+

不喜欢
&+ ()!,+̀ .!+)

无所谓
%% +%!*+̀ &'!&+

是否曾与老年亲戚一起生活 是
&*, %(!.+̀ &,!11 *!'(1 )!*.&

否
') +,!%)̀ &+!()

是否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 愿意
*.) %'!%*̀ &1!1' *!%*% )!*'%

不愿意
(. +.!(1̀ &'!+)

无所谓
1* %*!)1̀ &,!(*

是否喜欢老年护理课程 是
&&+ %&!*,̀ &,!1( )!,(. )!.&,

否
&+ %.!,*̀ ()!)(

是否参加过老年相关的实践活动 是
*(+ %,!'(̀ &,!1( &!.*& )!)*(

否
**+ +1!%%̀ &,!+.

计而成!包括性别#年龄#生源地#是否是独生子女#是

否喜欢与老年人相处#是否曾与老年亲戚一起生活#

是否参加过老年相关的实践活动#是否愿意从事老年

护理工作#是否喜欢老年护理课程"

D!E!D!E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调查表
!

基于李燕

等$

'

%构建的本科护生必备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指标体

系!由课题组自行设计&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调查

表'!经专家小组会议法确定最终调查表内容"该调

查表包括核心技能#核心知识#角色发展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采用
N@\CD?.

级评分法!计分方式从-没

有能力.到-很有能力.分别为
*

!

.

分!总分为
(&

!

*,)

分!分数越高!代表老年核心能力水平越高"对

,)

名实习护生预调查显示!该调查表总的
0D:;SEFBh<

%

系数为
)!%+,

!核心技能维度
0D:;SEFBh<

%

系数为

)!%('

!核心知识维度
0D:;SEFBh<

%

系数为
)!%1+

!角

色发展维度
0D:;SEFBh<

%

系数为
)!%+)

"将老年护理

核心能力水平划分为低(

(&

!

,'

分)#中等偏下(

,.

!

%,

分)#中等(

%1

!

*&+

分)#高(

*&%

!

*,)

分)

'

个

等级"

D!E!E

!

调查方法
!

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从
&)*1

年
+̂ %

月!研究者联系医院指导老师!取得护生的理

解和配合!面对面发放调查问卷!讲解问卷填写方法!

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1

份!回收率为
%.!1Z

!剔

除漏答和答案有规律的问卷!有效问卷
&.,

份!有效

率为
+%!&Z

"

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V$$*1!)

统计软件包进行

数据处理!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采用
; B̀

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护生的老年护理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

情况
!

&.,

名护生中男
&1

名!女
&&%

名!平均年龄

(

&*!1,̀ *!)+

)岁"其中生源地#是否参加过老年人

相关的活动对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影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E!E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情况
!

被调查护生

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总分为(

%&!.'`&1!)1

)分!护生的

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各维度按条目

均分排序!见表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排名前

.

和后
.

的条目见表
(

"

表
&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各维度得分&

; B̀

(分'

维度 条目均分 排序

核心知识
(%!%*̀ *&!.' *

核心技能
&,!%,̀ 1!*1 &

角色发展
&.!,1̀ +!&' (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表
(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排名前
.

位和后
.

位条目得分情况&

; B̀

(分'

条目 所属维度 得分 排序

尊重老年人!富有同情心!能够和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有效地沟通 核心技能
(!,*̀ )!%& *

评估居住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核心技能
(!)+̀ )!%+ &

评估老年人提供照顾所需的家庭护理知识技能 核心技能
(!))̀ )!%% (

采用日常有效的实践和可靠的工具评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功能状态#心理健康及社会健康状况 核心技能
&!%.̀ )!%* '

充分认识到疾病预防和老年人生命末期护理是护理实践中重要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角色发展
&!%'̀ )!%+ .

评价国家间不同老年护理模式!提倡通过机构照护!实施社区的长期照护模式和个体化护理 核心知识
&!1+̀ *!)* &+

识别老年人常见的急#慢性合并症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核心知识
&!1+̀ )!%. &%

运用伦理和法律原则处理老年人护理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的伦理和法律事宜 核心知识
&!1,̀ *!)& ()

认识老年人感知觉变化#异常行为出现的原因!采用个体化护理理念作为老年护理实践的标准 核心能力
&!1.̀ )!+' (*

评估赔付系统对老年保健的可获得性#可用性及支付能力的影响 核心知识
&!1(̀ )!%% (&

E!!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
!

$

I

CEDHE;

相关分析显示!是否喜欢护理老

年人#是否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生源地和是否参

加过老年相关的实践活动与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总得

分具有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以护

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总得分为因变量!以不同特征护

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的因素(生源地#是否参加过老年相关的实

践活动)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自变量

中生源地(

*c

城市#

&c

农村)#是否参加过老年相关

的实践活动(

*c

是#

&c

否)进行赋值"模型中
W

为

)!&*)

!

P

& 为
)!)''

!校正的决定系数为
)!)(1

!回归模

型
Nc.!+'*

!

!c)!))(

"进入回归模型方程的有生

源地#是否参与过老年相关的活动
&

个自变量!见表

'

"共线性诊断显示*模型的容忍度(

?:>CDE;FC

)和方

差膨胀因子(

LED@E?C@;G>E?@:;GEF?:D

!

TX9

)均为
*

!且

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

"

表
'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

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 !

常量
*&&!*.. %!*&* ^ *(!(%()!)))

生源地
%!.'& '!*.1 )!*'* &!&%. )!)&(

是否参加过老年

相关的实践活动
+!.*) (!((* )!*.1 &!... )!)**

!!

^

*此项无数据

!

!

讨
!!

论

!!D

!

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

本

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总分为

(

%&!.'̀ &1!)1

)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低于袁葵

等$

.

%的研究结果!可能与采用的调查工具不同有关"

另外本次调查对象是本科层次护生!其老年护理核心

能力偏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

)我国大部分护理院

校尚未设置老年护理专业!大多是护理通识教育!老

年专科护理课程匮乏$

,31

%

"(

&

)老年护理教育缺乏老

年护理专业培养目标定位!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学生老

年护理实践的需要$

'

!

+

%

"因此应加快设置老年护理专

业方向!明确培养目标定位!促进老年护理专业化

发展"

本研究中!核心知识维度得分最高!表明护生对

老年护理知识掌握程度较好"条目-评估赔付系统对

老年保健的可获得性#可用性及支付能力的影响.得

分最低!或与老年护理课程中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

政策法规内容较少!且教师较少关注这些议题有关"

V/UU-W

等$

%

%的调查发现!了解先进的老年保健系

统有益于护生的老年护理知识#态度#行为!但护生对

荷兰#北欧等国家的老年护理模式了解较少!这提示

全球的卫生保健系统知识应纳入老年护理核心能力

培养过程!护生应了解老年医疗服务政策!帮助老年

人建立经济保障"核心技能维度中条目-尊重老年

人!富有同情心!能够和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有效沟

通.得分最高!与丁欢等$

*)

%研究结果相似!或与临床实

践锻炼了护生的沟通协调能力有关!也提示可增加护

生在养老院#医院的情境实践机会"条目-评估居住

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评估老年人提供照顾所

需的家庭护理知识技能.-采用日常有效的实践和可

靠的工具评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功能状态#心理健

康及社会健康状况.得分较高!或与临床实践提高了

护生的健康评估能力有关!与曹祝萍等$

**

%的研究结果

相似"角色发展维度得分最低!表明护生的老年护理

专业自我认知和自我提高能力较低!提示要引导护生

学习老年护理新理念#新技术!采用老年专科护士的

榜样示范#老年护理专家讲座等方式加强护生对老年

护理的专业认知"

!!E

!

影响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的主要因素分析

!!E!D

!

生源地
!

本次调查发现!生源地为城市的护

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高于农村的护生!与其他研究结

果相似$

*&3*(

%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

)农村医疗资源不

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低!老年人生活状态与城市老

年人相比较差!影响到护生的老年护理认知"(

&

)城

市护生学习资源较农村护生丰富"对此可采取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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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对策*(

*

)组织护生利用寒暑假到农村开展居家养老#

健康课堂等志愿者服务活动!促使护生更全面#深入

了解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引导护生关

注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及护理需求!加强其社会责任

感"(

&

)为护生提供相关学习资源!如参加老年护理

学术会议#阅读老年护理书籍#浏览与老年人照护相

关的国内外网站等!拓展护生视野"

!!E!E

!

参加过老年相关的实践活动
!

参加过老年实

践活动护生的老年护理核心能力高于未参与者!其原

因可能是在实践活动中护生对老年人#老年护理有更

全面和深层次的认识!老年护理实践能力也得以提

高!与张建阁$

*'

%研究结果相似"老年护理是一门实践

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杜威的活动教学思想提出!

好的教育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从经验中学.-从活

动中学.

$

*.

%

"但我国老年护理实践教学尚未得到足够

重视!并未真正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及用心投

入$

*,3*+

%

"笔者建议开展老年护理实践活动应成为常

态!且实践活动的评价结果"应以提高护生老年护理

核心能力为主旨"国外学者在老年护理实践活动方

面具有很多创新性实践!如
V/UU-W

等$

%

%表示使用

老年症状评估工具有助于护生了解老年疾病症状的

潜在复杂性,增加老年护理专业认同感"美国一项老

年护理校外实习项目安排护生与高级实践护士家庭

访视!参加姑息治疗会议#老龄化倡议活动!与高级研

究员讨论阿尔兹海默症的细胞研究!护生接触临床#

社区#教育#研究#领导力多方面老年照护经验!有效

提升了其对老年照护的专业认知水平$

*%

%

"芬兰图尔

库大学护理学院开展-学生与老年人共同学习.活动!

讨论个性化健康促进#参与社会等话题!促使护生深

入理解老龄化#老年人和老年护理的内涵$

&)

%

"因此!

应充分挖掘现有的机构组织#专家#社会活动#老年人

等多方资源!探索富有专业特色#地方特点的老年护

理实践教学模式"

本研究显示实习护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处于中

等偏下水平!生源地#是否参加过老年相关的实践活

动对其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有影响"今后可扩大样本

量#纳入不同年级护生!进一步检验影响老年护理核

心能力的因素"本研究中调查工具是基于已有研究

构建的护理本科毕业生必备老年护理核心能力体系

设计而成!条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已经过专家的修改

论证!今后还需做进一步的信效度分析"研发可适用

于不同层次护生的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测评工具也是

今后研究的方向"

"志谢(衷心感谢山东中医药大学宋洁'李燕两位

老师为本研究中的研究工具提供来源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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