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指导$给予其最大的支持$帮助患者树立生活信心$

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从而降低了化疗对患者生

活质量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明显提高患者自我

护理能力$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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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分析%

白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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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成都
3/--1/

#

,+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昆明
32--$,

#

$+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昆明
32--$,

$

!!

%摘要&

!

目的
!

调查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理人员

培训迁移影响因素量表对
,-/2[,-/0

年在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培训后的
/21

名护士进行横断

面调查%结果
!

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迁移影响因素得分为"

,4.+1,5$0+,0

$分!组织中的阻碍因素和

管理支持两个维度得分较低!职务与组织中的阻碍因素呈正相关!与培训项目有效性呈负相关!职称与培训项

目有效性呈负相关%结论
!

需要加强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后支持!创建变革和支持的工作氛围!促进

培训成果转化%

%关键词&

!

造口术#护士#职业教育#成果转化

%中图法分类号&

!

!10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30/#4$14

"

,-/.

$

/$#,$$0#-1

!!

目前$护理专业化发展已成为全球护理实践的趋

势#研究证明专科护士能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

服务$有利于控制病情$促进康复$缩短住院时间$节

省医疗护理费用$改善患者体验$提高生存质量(

/#$

)

#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在临床解决伤口&造口失禁方面的

专科问题上能有效减少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减轻患者

0$$,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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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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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负担$提高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因此伤口造口专

科护士被视为一种富有价值的护理人力资源(

1

)

#基

于上述原因$在卫生政策指导下(

2

)

$我国广泛开展了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希望通过培训推动专科发展

和护理服务水平提升$但培训中存在对培训成果转化

关注不足的问题#国外研究预测只有
/-7

的培训所

学内容能够转化为工作上的行为变化(

3

)

$培训价值并

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作为医

院投资的一部分$如何让护理人员尽可能多的在工作

中使用所学内容并转化为绩效尤为重要#本研究对

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为促进培训成果转化提供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选取
,-/2[

,-/0

年在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参加培

训的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在
,-/2[,-/0

年参加由云南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举办的

两个月专科护士培训项目%!

,

"调查时在护士岗位履

职#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并且自愿参与本

研究#

!+"

!

研究方法

!+"+!

!

调查工具
!

!

/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课题组成

员通过查阅文献和小组讨论自行设计而成$包括年

龄&民族&最高学历&护理工作年限&职称&职务&雇佣

关系等#!

,

"柯氏评估模型是培训效果评估中常用的

模型$这一模型将培训效果分为
1

个层次'反应层&学

习层&行为改变层&结果层(

0#4

)

$其中行为改变层即迁

移层的评价是培训成果转化的重要指标$在专科护士

培训评价中引入柯氏评估模型的迁移层$能够获取准

确的成果转化评价信息并指导正确决策(

4#.

)

#课题组

成员以
)(6%I:K

等(

/-

)培训迁移理论为基础编制护

理人员培训迁移影响因素量表(

//

)

$用于测量护理人员

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量表共
2$

个条目$由
2

个

维度组成$分别是管理支持!

,-

个条目"&组织中的阻

碍因素!

3

个条目"&培训项目有效性!

/-

个条目"&组

织及个人的促进因素!

//

个条目"&个人对培训迁移的

态度!

3

个条目"#除了组织中的阻碍因素外$其余均

为正向条目#采用
6OYDGN0

级评分$

/

!

0

分表示从强

烈反对到强烈赞同#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量表
2

个

维度的变异解 释 率 分 别 为
13+.0$7

&

0+/1.7

&

2+.347

&

1+2437

&

$+2217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探

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
2

因子结构模型得到了较好的

验证#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量表各维度内部一

致性信度
'GPBMACWjS

$

值分别为
-+.31

&

-+43.

&

-+.24

&

-+.2$

&

-+.1-

$总体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GPB#

MACWjS

$

值为
-+.32

$有较好的信度#

!+"+"

!

资料收集
!

文献显示培训迁移首次测量时间

选择为
/

!

/,

个月(

/,

)

$

$

个月是较好检测期$因为受

训者可以有+定向,阶段来引发新行为(

/$

)

$且这一时间

段可以体现管理支持&组织中的阻碍因素&组织及个

人的促进因素等条目$以便调查对象针对具体情况给

出客观的选择#研究者于培训结束后
$

个月时对参

加培训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将问卷发布在微信群

中$调查对象填写问卷后通过邮箱返回调查者#本研

究共收回问卷
/3-

份$有效问卷
/21

份$有效回收率

.3+,27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5"

描

述$对连续性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
$

"

-+-2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年龄
,,

!

2$

岁$

平均!

$2+-050+-,

"岁$护理工作年限
/

!

$1

年$平均

!

/1+$254+-1

"年$见表
/

#

表
/

!!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一般情况

项目 人数!

)

" 百分比!

7

"

民族

!

汉族
/// 0,+/

!

其他
1$ ,0+.

性别

!

女
/2/ /+.

!

男
$ .4+/

职称

!

护士
,- /$+-

!

护师
3, 1-+$

!

主管护师
23 $3+$

!

副主任护师
/3 /-+1

职务

!

无
.3 3,+$

!

副护士长
2 $+,

!

护士长
12 ,.+,

!

科!片区"护士长
1 ,+3

!

其他
1 ,+3

雇佣关系

!

编制内
.. 31+$

!

编制外
22 $2+0

最高学历

!

中专
/ -+3

!

大专
2- $,+2

!

大学本科
/-/ 32+3

!

硕士及以上
, /+$

4$$,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14

卷第
/$

期



"+"

!

现状分析
!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影

响因素得分
/4,

!

$22

分$平均!

,4.+1,5$0+,0

"分$

见表
,

#

"+#

!

相关性分析
!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

影响因素
2

个维度与人口统计学资料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见表
$

#

表
,

!!

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不同维度条目分值均数及排序

维度 得分!

!5"

$分" 排序

个人对培训迁移的态度
3+/45-+4- /

培训项目有效性
2+415-+.2 ,

组织及个人的促进因素
2+3$5-+.- $

管理支持
2+,-5-+.1 1

组织中的阻碍因素
1+3.5/+21 2

表
$

!!

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中不同维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相关性

维度
职务

; $

职称

; $

最高学历

; $

雇佣关系

; $

管理支持
[-+-22 -+1.3 [-+/13 -+-33 -+-,$ -+00, -+--2 -+.2$

组织中的阻碍因素
-+/31 -+-1$ -+/$/ -+/-3 [-+--$ -+.02 [-+/23 -+-2$

培训项目有效性
[-+/32 -+-1/ [-+/03 -+-,. [-+-$2 -+33. -+-.1 -+,12

组织及个人的促进因素
-+-,1 -+032 [-+-01 -+$3- [-+-24 -+10$ [-+-,/ -+0.,

个人对培训迁移的态度
[-+-3/ -+122 [-+-$2 -+334 -+-,/ -+0.2 -+-,2 -+03/

#

!

讨
!!

论

#+!

!

减少组织中阻碍因素$促进培训成果转化
!

在

培训成果转化影响因素不同维度条目均数分值及排

序中$组织中的阻碍因素均值低于
2

分$排序最低$表

明在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中需要警惕组织中的阻

碍因素$避免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制约培训成果转

化#组织中的阻碍因素主要包括同事反对和专业发

展空间受限#同事反对指应用培训所学时其他护理

人员的冷嘲热讽&打击积极性&诋毁$甚至行为上的抵

制$其结果会阻碍护理人员应用培训所学的动机$甚

至引起工作倦怠&焦虑和士气低下$最终阻碍对培训

所学的应用(

/1

)

#其发生原因'!

/

"可能由于接受培训

的护理人员在选拔上欠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公平

性和公正性$导致护士利益上的冲突和同事间的竞

争$从而引发内部矛盾%!

,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

后$在应用过程中不仅仅受训护士一人就能完成培训

成果的转化$需要其他同事的配合#慢性伤口的护理

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需要团队合作$在这一过程中

增加了同事的工作负荷进而会遭到同事反对和抵制%

!

$

"伤口造口技术的应用存在风险$如敷料的选择和

使用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积累$而患者伤口的

复杂性和疾病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伤口造口技术

的应用风险$同事习惯了常规工作流程和方式$为了

规避风险也会抵制新技术的应用(

/1

)

#因此$受训人员

的选择$支持和变革的文化对于避免同事反对及促进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尤为重要#当前护

理有限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受限的自主性均导致其专

业发展空间受限(

/2#/3

)

#专业发展受限可能导致消极

的专业认同和职业承诺$进而阻碍个人应用培训成果

的动机$最终阻碍培训成果转化#因此在伤口造口专

科护士培训中$应该强调榜样的作用$引入在伤口造

口领域卓有成效的护理人员作为标杆$提高伤口造口

专科护士的专业认同$促进其培训成果转化#

#+"

!

加强管理支持$突出培训全程管理
!

本研究显

示管理支持均分为!

2+,-5-+.1

"分$排序较低$提示

需要加强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的管理支持#管理

支持主要包括上级支持&组织支持&同事支持&政策支

持#研究表明上级的指导&支持和问责对于促进培训

成果转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0

)

#有学者提出在培训行

业经常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组织培训$但事实上还需要

投入
/-

倍的时间在培训结束之后进行跟进$真正需

要的是能够帮助人们从新手成长为大师的导师和教

练$这在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领域尤为重要#此

外$伤口造口的实践需要人&财&物&时间&政策&团队

等的支持$因此组织&同事&政策的支持在培训成果转

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过程的伤口造口专科护士

培训体系需要将视野纵向延伸$不仅仅只关注培训环

节$需要从培训前&培训中和培训后健全培训制度$采

取有效的培训技术和方法$加大组织对培训后应用的

支持力度$建立合理的培训迁移激励机制$有效促进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

#+#

!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培训成果转化的影响
!

研究

表明职务&职称与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影

响因素中组织中的阻碍因素和培训项目有效性两个

维度有相关性#组织中的阻碍因素得分与职务呈正

相关$可能职务越高$能够争取到一定的平台和资源$

也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感知到的同事反对程度相对较

弱%而职务越高者对伤口造口专科护士领域成功的案

例比较了解$对于这一专业的认同也较高$感知到伤

口造口有较好的专业发展空间#培训项目有效性与

.$$,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14

卷第
/$

期



职务和职称均呈负相关$可能职务和职称越高$受训

经历相对更多$知识面较为丰富$视野也较为开阔$对

于培训内容和方式都有较高要求$提示应该针对不同

受训对象设计个性化的培训项目#

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转化中组织中的阻

碍因素和管理支持得分较低$职称和职务与培训成果

转化因素的两个维度有相关性#因此$管理者需要加

强对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人员的选择$创建支持和

变革的文化$优化工作环境(

/4

)

$引导积极的专业认同$

突出培训全程管理和培训后的支持$制定更为科学的

以受训者为核心的培训项目#由于伤口造口专科护士

培养数量有限$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后续研究应该采

用纵向研究的方法了解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培训成果

转化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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