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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构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胜任力素质模型,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选拔、培训及绩校考核

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重庆市2所养老机构中的护理人员为访谈对象,随机抽取的14名护理人员根据访谈提

纲进行一对一访谈,向护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46份,有效回收40份,有效回收率86.9%。采用文献研究法、行

为事件访谈、问卷调查法筛选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模型的构成因子,并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核心素质

模型。结果 从26个初筛指标中得到20个胜任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3个公因子,构建出由个人能

力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3个维度20个指标组成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模型。结论 
研究成功构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模型,方法科学可信,可以作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核心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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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nursing
 

homes
 

for
 

the
 

age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selection,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nursing
 

homes
 

for
 

the
 

aged.Methods A
 

total
 

of
 

14
 

nurses
 

selected
 

from
 

2
 

nursing
 

homes
 

in
 

Chongqing
 

City
 

conducted
 

the
 

one-to-one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outline,46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nurses,and
 

40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ly
 

recovered,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86.9%.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behavior
 

event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the
 

constituent
 

factors
 

of
 

competency
 

model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nursing
 

homes
 

were
 

screened,and
 

the
 

core
 

competency
 

model
 

was
 

constructed
 

by
 

the
 

factor
 

analysis.Results Twenty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from
 

26
 

primary
 

screening
 

indi-
cators.Three

 

common
 

factors
 

were
 

extracted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A
 

competency
 

model
 

of
 

nursing
 

staff
 

in
 

nursing
 

homes
 

was
 

constructed,which
 

was
 

composed
 

of
 

20
 

indicators
 

of
 

3
 

dimensions
 

of
 

per-
sonal

 

ability,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Conclusion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nurs-
ing

 

staff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and
 

the
 

method
 

is
 

scientific
 

and
 

reliable,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research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competen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ursing
 

staff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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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60周岁

及以上人口达到25
 

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
中65周 岁 及 以 上 人 口17

 

603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

12.6%。预计在202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突破

3亿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老年人

及其家庭照护需求日渐庞大,社会对于养老护理人员

的需求逐步增加[1],但现有的护理人员不足,且能力

素质参差不齐,远不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此外,随
着社会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理念也在不

断地更新,大健康理念由此而诞生,人们不仅仅只关

注自身的身体健康,更对精神、心理、社会、环境等多

个层面有了更高的追求[2],这更增加了对护理人员的

素质要求。因此,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养老机构护

理人员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势在必行。本研究对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模型进行了构建研究,
旨在为学校及机构为此类护理人员的培养、选拔及考

核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重庆市2所养老机构中的护理人员为访谈

对象,随机抽取的14名护理人员根据访谈提纲进行

一对一访谈。访谈对象均为女性,平均年龄(33.6±
13.3)岁,养老机构工作年限(4.3±2.5)年;本科2
名,专科12名;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2人,初级职

称8人。向护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总发放问卷46
份,有效回收40份,有效回收率86.9%。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研究法

广泛查阅相关文献,综合分析前期养老护理人员

相关研究,检索“caregiver”
 

“nursing”
 

“elderly
 

care”
等相关术语,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设计研究

的框架,同时根据“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护士”特征

词构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辞典。

1.2.2 访谈法

在前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征求行业专家意见,
构建了养老机构护士行为事件法BEI访谈[3]提纲,通
过让被访谈者找出和描述他们在工作中最成功和最

不成功的3件事,然后详细地阐述发生的原因、当时

的感受及采取的行为,计划想做的和实际完成的,造
成的结果如何,最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在征得访

谈对象的同意下,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访谈者的

时间控制在1
 

h左右。

1.2.3 问卷调查法

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量表(“1”到“5”分别代表

“不重要”到“很重要”),对胜任特征进行重要度分析,

确定胜任特征的重要性和权重,对胜任特征进行删减

和完善。

1.3 统计学处理

采取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访谈对象

及调查对象进行描述性统计,对胜任特征的频次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判

断是否可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构

建胜任力模型。

2 结  果

2.1 构建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辞典

通过专家咨询和查阅文献,获得养老机构护理人

员胜任力素质辞典,一共包括26个胜任特征指标:爱
岗敬业、爱老敬老、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责任心、岗位

适应能力、爱伤观念、人际沟通技能、团队协作精神、
人文关怀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岗位认知、身体素

质、心理素质、慎独精神、老年照护理念、生活照护技

能、专业学习精神、全面评估能力、卫生防疫技能、心
理疏导能力、危机处理能力、健康教育能力、组织管理

能力、信息化能力、安宁疗护能力。

2.2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在访谈文本中出现

情况

统计26项胜任特征在关键事件文本中出现的频

次,即在访谈收集到的关键事件文本中被提到的次

数。百分比定义为:频度第一的胜任特征作为100%,
其余为与其相比所得百分比。基于机构岗位分析及

专家意见,以38%为界限,选取了20项胜任特征,见
表1。

表1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在访谈文本

   中出现情况

排序
 

胜任力 频次 频次百分比(%) 人数百分比(%)

1 爱岗敬业 62 100.00 100.00

2 爱老敬老 61 98.39 92.86

3 吃苦耐劳 58 93.55 85.71

4 责任心 55 88.71 71.43

5 岗位适应能力 53 85.48 71.43

6 爱伤观念 53 85.48 64.29

7 人际沟通技能 53 85.48 64.29

8 团队协作精神 52 83.87 64.29

9 人文关怀能力 49 79.03 57.14

10 评判性思维能力 49 79.03 57.14

11 身体素质 48 77.42 50.00

12 心理素质 48 77.42 50.00

13 慎独精神 46 74.19 42.86

14 老年照护理念 46 74.19 35.71

15 生活照护技能 44 70.97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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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在访谈文本

   中出现情况

排序
 

胜任力 频次 频次百分比(%) 人数百分比(%)

16 专业学习精神
 

42 67.74 28.57

17 心理疏导能力 40 64.52 21.43

18 组织管理能力 39 62.90 7.14

19 信息化能力 39 62.90 7.14

20 安宁疗护能力 38 61.29 7.14

2.3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重要性频次分布

总频次最高为爱岗敬业,其次为爱老敬老,见

表2。
表2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重要性频次分布

排序
 

胜任力
重要性频次分级

5 4 3 2 1
总频次

1 爱岗敬业 30 8 2 0 0 188

2 爱老敬老 30 6 4 0 0 186

3 吃苦耐劳 28 8 4 0 0 184

4 责任心 24 10 6 0 0 178

5 岗位适应能力 22 14 4 0 0 178

6 爱伤观念 22 12 4 0 2 172

7 生活照护技能 20 14 2 4 0 170

8 团队协作精神 20 12 4 4 0 168

9 人文关怀能力 18 16 4 0 2 168

10 评判性思维能力 18 12 6 4 0 164

11 身体素质 16 14 4 4 2 158

12 心理素质 16 12 4 4 4 152

13 慎独精神 14 12 6 4 4 148

14 老年照护理念 14 14 4 4 4 150

15 人际沟通技能 14 12 6 8 0 152

16 专业学习精神
 

14 12 14 0 0 160

17 心理疏导能力 12 14 4 4 6 142

18 组织管理能力 8 12 8 4 8 128

19 信息化能力 8 10 10 6 6 128

20 安宁疗护能力 8 10 8 8 6 126

2.4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权重分布情况

各胜任特征的均值均大于3,因此不需要从目前

的胜任特征中删减项目,见表3。
表3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权重分布情况

序号 胜任指标 总频次 权重

1 爱岗敬业 188 5.88
 

2 爱老敬老 186 5.81
 

3 吃苦耐劳 184 5.75
 

4 责任心 178 5.56
 

5 岗位适应能力 178 5.56
 

续表3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胜任特征权重分布情况

序号 胜任指标 总频次 权重

6 爱伤观念 172 5.38
 

7 生活照护技能 170 5.31
 

8 团队协作精神 168 5.25
 

9 人文关怀能力 168 5.25
 

10 评判性思维能力 164 5.13
 

11 身体素质 158 4.94
 

12 心理素质 152 4.75
 

13 慎独精神 148 4.63
 

14 老年照护理念 150 4.69
 

15 人际沟通技能 152 4.75
 

16 专业学习精神
 

160 5.00
 

17 心理疏导能力 142 4.44
 

18 组织管理能力 128 4.00
 

19 信息化能力 128 4.00
 

20 安宁疗护能力 126 3.94
 

2.5 因子负荷矩阵结果

KMO值为0.831,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近

似χ2=629.286,df=190.000,P<0.001,数据可进

一步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斜交旋转矩阵将所有特征

分为3个因子,见表4。

2.6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通用胜任力素质模型

因子的共同度均大于0.4,因子结果比较合理,见
表5。将不同的因子进行指标维度定义,分为个人能

力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3个维度,最
终得到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通用胜任力素质模型,见
表6。

表4  斜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指标
因子

1 2 3

身体素质 0.693
 

心理素质 0.673
 

慎独精神 0.562
 

专业学习精神 0.550
 

心理疏导能力 0.559
 

爱伤观念 0.778
 

生活照护技能 0.780
 

老年照护理念 0.685
 

信息化能力 0.645
 

吃苦耐劳 0.831
 

安宁疗护能力 0.700
 

爱岗敬业 0.695
 

责任心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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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斜交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指标
因子

1 2 3

爱老敬老 0.845
 

人文关怀能力 0.631
 

岗位适应能力 0.510
 

人际沟通技能 0.497
 

组织管理能力 0.764
 

团队协作精神 0.827
 

评判性思维能力 0.586
 

表5  因子的共同度

指标 初始 提取

爱岗敬业 1.000
 

0.647
 

责任心 1.000
 

0.732
 

岗位适应能力 1.000
 

0.530
 

身体素质 1.000
 

0.637
 

心理素质 1.000
 

0.812
 

慎独精神 1.000
 

0.696
 

生活照护技能 1.000
 

0.487
 

专业学习精神 1.000
 

0.637
 

心理疏导能力 1.000
 

0.525
 

组织管理能力 1.000
 

0.701
 

爱伤观念 1.000
 

0.781
 

人际沟通技能 1.000
 

0.804
 

老年照护理念 1.000
 

0.784
 

信息化能力 1.000
 

0.727
 

爱老敬老 1.000
 

0.725
 

团队协作精神 1.000
 

0.722
 

人文关怀能力 1.000
 

0.608
 

评判性思维能力 1.000
 

0.657
 

吃苦耐劳 1.000
 

0.760
 

安宁疗护能力 1.000
 

0.757
 

表6  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通用胜任力素质模型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个人能力素质 身体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 爱岗敬业

心理素质 责任心

慎独精神 爱老敬老

专业学习精神 人文关怀能力

心理疏导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 岗位适应能力

爱伤观念 人际沟通技能

生活照护技能 组织管理能力

老年照护理念 团队协作精神

信息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能力

吃苦耐劳

安宁疗护能力

3 讨  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养老产业迅速

发展,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导致高质量的养老护理人

员相对缺乏。此外随着大健康理念的普及,老年护理

已经发展成为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需求[4]。在

此背景下,培养与选拔具备与新时代特征相适应的高

素质养老护理人员已经成为当前时代发展的新趋势。

大量研究表明[5-8],构建各自专业领域内的胜任力素

质模型是培训、考核和选拔高素质专业人员的有效

手段。

养老机构的护理区别于医院、社区的护理,为了

准确把握当前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核心能力素质,本

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行业专家咨询法对养老机构护

理人员的特点进行细致分析,最终获得包含有26个

养老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辞典。随后选取养老机构

的护理人员进行访谈,提取了20个胜任特征。随后

选取40名护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

子分析,最终构建出由个人能力素质、思想道德素质

和社会适应能力3个维度20个指标组成的养老机构

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模型。与徐彬斌等[9]和杨丽

等[10]等运用德尔菲法进行养老护理人员胜任力模型

构建的方法不同,笔者采用因子分析法模型的构建,

因子分析是一组主要用于数据提炼与概况的分析方

法的统称[11],是一种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的成熟方

法。从结果来看,本研究得到的爱岗敬业与杨丽等的

“职业认知”类似,权重较高,提示这是一项养老护理

人员胜任力素质的核心要求,也说明“只有对职业真

正的热爱,才能更好地胜任该工作”的观念得到了一

致认同。为了在访谈过程中有效记录指标频次及增

加问卷调查的准确性,本研究将内涵相近的初选指标

进行了合并。因此,与德尔菲法的研究者们得到的指

标相比,本研究指标较少,尽管如此,涵盖面与目前研

究是一致的。此外,有别于德尔菲法的研究,本研究

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对象都是养老机构的一线护理人

员,最具有发言权,能够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与专家咨

询结果结合起来,权威性和可信度都较高。

目前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主要来源于高职高专

院校,各院校积极响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方针政

策,深度开展校企合作,深化“1+X”证书改革制度,院

校共育老年照护相关人员。本研究通过对养老机构

护理人员胜任力素质模型进行研究,旨在明确培养高

素质养老护理人员的现实要求,并为校企间的人才共

育模式奠定基础。下一步还需要对模型进行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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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进一步优化模型,最终通过量化指标指导教

学,培养适应大健康背景下社会需要的养老机构护理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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