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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学分制管理在提升规培护士岗位胜任力中的应用

郭俊梅　刘芳芳　张中斌　李　曲　杨瑞瑞（通讯作者）

新疆科技学院　新疆　库尔勒　841000

摘　要：目的：探讨弹性学分制管理模式在提升规培护士岗位胜任力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85 名 2020 级规培护士归

入对照组，依照常规规培体制执行，对组内护理人员开展为期 2 年的培训；选择 72 位 2021 级规培护士归入实验组，依照

弹性学分制执行对组织护理人员开展为期 1-2 年的培训。通过比对两个小组的培训效果，验证弹性学分制度管理的效果。

结果：试验组护士理论及操作考核得分优于对照组（P ＜ 0.05），试验组护士岗位胜任力得分优于对照组（P ＜ 0.05），

试验组护士科室综合评价得分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弹性学分制管理模式临床效果显著，可在规范化培训机构

中加强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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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通知 [1]

中明确提出了进一步优化护理人员专业职能培训体系建设，

要在切实提高培训效率的同时，改善培训机制，为护理人员

提供便利，从根本上缓解工作与学习之间的矛盾。岗位胜

任力有助于区分某岗位中有较强能力者与一般人群 [2]。有

学者认为护理胜任力通常表现在临床护理工作活动过程中，

而护理学分制可以通过学分直接评价并识别护士的专业水

平 [3]，避免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弹性学制理念 [4] 效

果显著，可以有效提升规范化培训的质量。但是在临床护理

领域方面的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主要围绕上述课题

展开研究，论证应用弹性学分制管理模式的价值，现将结果

总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某院 2020 年规培护士作为对照组，共计 85 人，组

内成员的年龄范围在 19-26 岁。性别方面，男 10 名，女 75

名；以某院 2021 年规培护士作为试验组，共计 72 人，组内

成员的年龄范围在 18-25 岁。性别方面，男 8名，女 66 名。

经横向比对，两组成员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异（P＞ 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 2020、2021 年的应届护士；②具备对应

学历认证的护士；③本人主观意愿参与本次研究，并且积极

配合。排除标准：①具备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非规培护士；

②因个人原因不能坚持或未按照规定参加培训的护士。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传统的固定学制

1.2.1.1 培训方案：（1）培训时长：总时长为 2 年，

以 3 个月为一个培训周期执行；（2）培训方式：开展“理

论 + 实践”培训，分阶段开展具体的培训工作；（3）培训

方法：理论培训以线上联合线下培训的方式进行，基础培训

以网络平台自主学习为主，专业培训以线上专家讲座为主；

实践培训以实景培训及考核为主；（4）培训内容：以护理

人员基础素养和专业素养为主。

1.2.1.2考核评价：整个培训周期内均采取“阶段+终末”

考核的形式，由护理部和临床科室共同评价，考核标准由护

理部统一制定。其中阶段性考核每 3个月进行一次，每次均

对护理人员进行量化考核，对考核合格的赋予对应的学分。

正常情况下满 2 年即可申请参加结业考核。（1）阶段性具

体考核内容：①日常出勤，每次培训时统计出勤及缺勤人

数，每3个月统计一次，没有达到出勤要求即扣除一定分数；

②理论考核，考察护理人员对护理基础知识的认知程度；③

实操考核，以 OSCE 考试的形式开展，考核内容需体现一定

的专科特色；④综合评定得分：由实践科室进行评价。（2）

结业考核内容：①理论考核；② OSCE。

1.2.2 试验组：弹性学分制管理

1.2.2.1 培训方案：培训总时长 1-2 年，其他方案同对

照组。

1.2.2.2 考核评价：采取阶段考核，并应用学分制考核

标准进行管理。

（1）学分制考核标准的建立：

结合文献以及讨论结果，主要从三个方面制定考核标

准，并根据护理人员参与培训期间的真实表现做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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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①必修部分：以科室、护理部分别考核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为主，再结合培训期间的考勤情况以及综合评定分

数。评分在一个阶段培训结束后进行，每小项记 1分，最高

可得 8分。要求：需要护理人员在 8个阶段的学习过程中，

至少获得30个学分。②限定性选修部分：主要包含四个维度，

其一为职业认定，统计护理人员培训期内获得证书的情况；

其二为定考通过情况，根据护理人员定考的成绩确定，记 1

分；其三为院内学分考核，总分不低于 5分，培训期满一年

进行一次考核；其四为学历提升，根据护理人员学历提升情

况赋予分数。要求方面，需要每名护理人员每年得分不低于

2 分。③选修部分：主要涉及到实习、教研，以及活动三大

板块，根据护理人员真实表现完成评分，不设上限。

（2）评价方法：

①将培训周期分为八个阶段，每三个月对护理人员进

行一次考核，各阶段逐一累计。当护理人员获得 35 个学分

后（第五、六、七、八阶段），可以提前申请参加结业，通

过结业考核后可获得结业证书；

②针对培训周期出现特殊状况（违纪、有效投诉、表

现差），无法继续参与培训的护理人员，两年培训才可以申

请结业。

1.3 评价指标

1.3.1 考核成绩：主要分为理论和实践考核模块；

1.3.2 护士岗位胜任力评价：采用王婷编制的护士岗位

胜任力量表。具体成绩指标包含 10 个维度，共计 33 项。每

一项得分 1-5 分，分别对应很差 -很好。最终对各项分数进

行汇总，得分高低直接对应护理人员经培训后岗位胜任力的

综合情况。

1.3.3 科室综合评价得分：采用自拟科室综合评价评分

表，内容包括适应能力、评估能力、应变能力等八个方面，

总分 100分。根据得分率高低分为“优、良、差”三个等级，

得分率 =（科室综合评价总得分÷100）×100%。

1.4 统计处理方法

采用 SPSS23.0 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比较差异，采用 Mann-

Whitney U 检验比较两组护士科室综合评价得分情况，均以

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培训后两组护士考核成绩比较

培训结束后，试验组理论考试成绩（91.16±5.05）分，

操作考核成绩（94.89±3.01）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培训后两组护士岗位胜任力得分比较

在结束本次培训后，试验组护理人员岗位胜任力明显

优于对照组，具体表现在对基础知识的储备，以及实践管理

能力等九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护士岗位胜任力得分比较（分， x ±s）

项目 对照组
（n=85）

试验组
（n=72） t p

护理基础知识 3.82±0.62 4.13±0.53 3.476 0.002 

护理临床技能 3.71±0.61 4.22±0.51 6.097 0.000 

临床思维
判断能力 3.90±0.60 4.38±0.56 5.041 0.000 

评估与干预能力 3.86±0.64 4.22±0.57 3.830 0.000 

临床处置能力 3.69±0.62 4.23±0.53 6.568 0.000 

健康教育能力 3.90±0.59 4.22±0.51 3.984 0.000 

应变处理能力 3.84±0.53 4.21±0.53 4.492 0.000 

人际沟通能力 3.97±0.57 4.12±0.65 1.342 0.183 

综合管理能力 3.95±0.61 4.27±0.56 3.306 0.001 

职业品质 4.01±0.51 4.33±0.47 4.261 0.000 

总均分 3.86±0.52 4.24±0.43 5.020 0.000 

2.3 培训后两组护士科室综合评价得分比较

经系统培训后，试验组护理人员在综合评价总得分优

于对照组，同时在适应能力、分析能力等 7项指标也明显优

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3.1 有效提升护理人员职业素养

大多数现行的护士培训仅重点关注最终的考核结果，

以此为依据评估护理人员是否真正从本次培训活动中学到

东西。但是该机制存在忽视对培训过程进行考核的弊端，部

分护理人员会在考核前突击学习，最终会直接影响到培训效

果。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弹性学分制模式开展规范化培训

的实验组的各项成绩指标，均优于对照组的（P＜ 0.05）。

结果与王皓 [6] 保持一致。说明弹性学分制模式有助于提升

护士理论与操作水平，通过设置理论与实践考试成绩合格标

准，达标即可获取学分并提前结业，更符合护士的培训需求

[7]，有助于调动规培护士学习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

3.2 可提升规培护士岗位胜任力水平

数据结果显示，实验局护理人员的平均分值均高于对

照组的，证实了基于弹性学分制管理模式开展规范化培训，

可以有效提高整体的培训效果（P<0.05）。 根据数据结

果得出结论与陈星 [8] 等研究结果相一致，有助于促进护理

人员岗位胜任能力的提升。试验组护士岗位胜任力均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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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0.43 分，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人际沟通能力及护理

基础知识水平得分相对较低，说明培训后的护理人员在医患

沟通上表现的不够理想，同时还存在情绪波动幅度较大的情

况。分析来看，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培训内容上

存在的问题，侧重于对护理人员实操技能的培训，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对其理论基础的培训。为改善现状，应依托复盘行

动 [9] 等方法加强沟通技巧。

3.3 可提升科室对规培护士综合评价水平

培训结束后试验组护士科室综合评价总得分明显优于

对照组，科室对两组规培护士适应能力、评估能力、应变

能力、分析能力、健康宣教能力、动手能力、日常工作能

力七个方面评价得分有所差异（P<0.05），但在沟通能力

提升方面无明显差异。说明该模式能够有效提升规培护士

护理实践、评估分析等能力，并获得实践科室的积极评价，

但在沟通能力培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提示管理过程中需加

入针对性的教育，对促进护士的未来发展比较有益。

4 小结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系统开展护士规范化培训可以有

效改善护理服务质量，同时能够对护理人员队伍能力提升有

效助力，值得临床普及应用。作为护理管理者，应实施全流

程管理，及时为护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确保其可以尽快

适应工作节奏，能够独立完成护理任务，最终可以尽快度过

职业生涯不稳定期。同时，为达到提高规范化培训效率的目

标，应实施弹性学分制管理模式，基于不同护理人员个人的

学习进度、实操熟练度等情况，允许部分护理人员提前修完

学分。

综上所述，弹性学分制管理模式可以对规范化培训起

到促进作用，促使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都可以得到提升，可

在护士规范化培训机构中加强推广。本研究中，对护士规范

化培训的考核评价为人工主观评分，存在一定个体差异性，

日后需通过专人考核及扩大样本量以进一步验证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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