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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护理理论考试分析责任护士对岗位职责的认知

历成宾　李小燕 *

北京陆道培医院　北京通州　100176

摘　要：目的：了解责任护士对岗位职责的理解，更好地完善护理岗位职责培训及岗位管理。方法：年度护士护理理论考

试设置简答题，简答题将责任护士岗位职责的护理核心制度及规范根据职责的单双序号分成两个试卷，分两次闭卷考试，

给出相关答案。培训判卷护士长。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 χ2 检验，统计参加考试人员的相关信息，比较不同职称和工作

年限答案的正确率。结果：患者安全管理制度、腕带使用制度、查对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范统计，护士性别，职称及工

作年限比较，P ＞ 0.05，无统计学意义。分级护理制度、出入院指导、护理表格书写及消毒隔离制度，主管护师和护师职

称比较以及护师与护士职称比较，P ＞ 0.05，无统计学意义。主管护师和护士比较，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重

视护士对制度和规范的理解，不忽略高年资护士对制度的再培训，低年资初级护士不仅培训护理理论知识和技能，重视患

者出入院评估及管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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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岗位职责通常是指根据一个岗位的需要去完成的工作

任务内容以及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医院护士岗位职责是根

据其岗位要求设置完成的，病房责任护士岗位职责是针对负

责患者的护士设置的，不仅包括责任护士任职条件和工作任

务，其岗位职责内容比工作任务内容更细，更具有可操作性。

各医院责任护士岗位职责多因层级设置，有的基于岗位胜任

力及培养目标定职责 [1]，有的仅基于护理岗位职责制定质量

和满意度为考核目标 [2]，我院是一家血液病专科医院，临床

护士岗位职责以护理核心制度和规范为基本内容，要求护理

人员在工作中按照核心制度内容完成护理工作，并把核心制

度和岗位职责进行了全方位多次解读，要求护理人员在理解

护理制度的基础上理解并完成岗位职责。2023 年底护理部

实施了护理理论考试，其考试简答题部分内容是对责任护士

岗位职责每个条目的理解，是一个主观题型，旨在了解责任

护士对自己岗位职责的认知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加考试病区护理人员共计 186 人，其中女护士 152 人，

占 81.7%，男护士 34 人，占 18.3%。副主任护师 1 人，占 0.5%，

主管护师 20 人，占 10.8%，护师 56 人，占 30.1%，护士 109 人，

占 58.6%。年龄最大 43 岁，最小 22 岁，平均年龄 27.8 岁，

在我院专科血液病工作年限最长 6 年，最短 1 年，平均工作

年限 3 年。

1.2 方法

（1）试卷简答题部分将责任护士岗位职责中护理核心

制度执行内容根据序号以单、双数形式分 A、B 两个试卷，

每个试卷核心制度相关内容条目大致相同。

（2）以岗位职责中的核心制度及规范部分为考题点，

以分级护理制度、交接班制度、查对制度、消毒隔离制度、

表格书写制度、患者安全管理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范以及

出入院指导为考题条目，参加考试人员写出对上述每个条目

的理解。

（3）分两个下午完成闭卷考试。

（4）出题者给出每个条目 5 点相关答案，每点 1 分。

（5）判卷人为高年资护士长 1 名，经过对答案深入了

解和理解后实施判卷。答题试卷与答案相关或一致，答对 1

点给 1 分，未写出相关答案，不得分。

（6）根据判卷得分，双人录入数据库，从 5 分到 1 分，

分别对应基本正确、1/2 正确、1/3 正确、1/4 正确和基本未

理解 5 个分值。

（7）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 χ2 检验和

Fisher 精确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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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表 1  A、B 卷考试答题情况

项目
A 卷 B 卷

分级护理
制度 n（%）

消毒隔离
制度 n（%）

安全管理
制度 n（%）

腕带使用
制度 n（%）

出入院
制度 n（%）

查对
制度 n（%）

交接班
制度 n（%）

无菌技术操作
规范 n（%）

表格书写
制度 n（%）

基本正确 0 0 0 0 0 1（1） 0 0 0

1/2 正确（%） 23（27.1） 3（3.5） 3（3.5） 1（1.2） 4（4.7） 25（24.8） 9（8.9） 4（4） 3（3）

1/3 正确（%） 17（20.0） 24（28.2） 33（38.8） 10（11.8） 28（32.9） 27（26.7） 45（44.6） 25（24.8） 15（14.9）

1/4 正确（%） 36（42.4） 36（42.4） 35（41.2） 41（48.2） 23（27.1） 29（28.7） 42（41.6） 46（45.5） 69（68.3）

基本未理解
（%） 9（10.6） 22（25.9） 14（16.5） 33（38.8） 30（35.3） 19（18.8） 5（5） 26（25.7） 14（13.9）

合计（%） 85（100） 101（100）

表 2  主管护师和护士职称答题得分比较

人员
分级护理制度 出入院指导 消毒隔离制度 表格书写制度

主管护师
n（%）

护士
n（%）

主管护师
n（%）

护士
n（%）

主管护师
n（%）

护士
n（%）

主管护师
n（%）

护士
n（%）

1/2 正确 7（53.8） 7（15.6） 3（23.1） 0（0） 2（15.4） 0（0） 1（14.3） 0（0）

1/3 正确 2（15.4） 11（24.4） 5（38.5） 14（31.1） 5（38.5） 12（26.7） 3（42.9） 6（9.4）

1/4 正确 2（15.4） 21（46.7） 4（30.8） 10（22.2） 3（23.1） 21（46.7） 3（42.9） 46（71.9）

基本未理
解 2（15.4） 6（13.3） 1（7.7） 21（46.7） 3（23.1） 12（26.7） 0（0） 12（18.8）

χ2 值 9.016 14.895 8.808 10.949

P 值 0.029* 0.002* 0.032* 0.006*

*P 值＜ 0.05

（1）A、B 卷答题共计 9 项，结果见表 1。

（2）患者安全管理制度、腕带使用制度、查对制度、

无菌技术操作规范统计，护士性别，职称及工作年限比较，

P ＞ 0.05，无统计学意义。

（3）分级护理制度、出入院指导、护理表格书写及消

毒隔离制度，主管护师和护师职称比较以及护师与护士职称

比较，P ＞ 0.05，无统计学意义。主管护师和护士比较，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 讨论

“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工作目标实际上是在保证病

人安全基础上的护理工作目标，责任护士岗位职责应涵盖护

理核心制度于其中，护士只有将核心制度熟记于心，深知其

内涵，才能在工作中避免出现问题，保证患者安全。有文献

指出，责任护士岗位是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的关键岗位 [4]。

3.1 应加强护理人员对护理核心制度的理解，而不是死

记硬背。

此次考试是将责任护士岗位职责中相关核心制度作为

考试条目，请护士写出对各条目的理解，比如“落实分级护

理制度，分级护理措施到位”，护士在作答时，首先应该想

到患者护理级别的依据“病情和自理能力”，从“自理能力

评定量表”，想到患者的生活自理的依赖程度，对于病情，

首先要想到病情观察点和巡视要求，护士背制度，不如更加

深刻地理解制度，这样才能更好地护理患者。再比如条目“严

格执行查对制度，检查和治疗前须至少使用两种方法核对患

者，除抢救外不执行口头医嘱”，护士看到这样的题目首先

要想到“查对制度”中“三查”、“八对”、“五不执行”、“输

血安全”，双人核对及签字等，如果护士死记硬背，只是知

道查对制度，没有真正理解“查对制度”内涵，护理工作中

就会出现潜在风险问题。表 1 统计可以看出，患者安全管理

制度，查对制度以及腕带使用制度等，虽然各职称及工作年

限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但答案正确的多数在 1/3 及 1/4 之

间，查对制度随时都在强调，1/2 的答案正确率比较高，达

到了 24.8%。

3.2 将护士分层培训和全员培训相结合，重视高年资护

士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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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文献对医院护士培训采用的方法是分层培训、岗

位能级培训、基于岗位胜任能力培训等 [6-9]，这些培训都是

理论或是基于临床实践培训，又或加入科研论文等，其培训

方法万变不离其宗。这次理论考试跨域了一个层次，是对制

度和规范的理解，从表 1 可以看出，能够理解制度 1/3 的护

理人员是大多数护士的现有状态，还有一部分基本不能理解

制度，也就是说，186 人中，有 57 人不能真正理解制度及

规范，占护士总数的 30.6%，接近 1/3，对于制度和规范，

护士的理解大多是在同一层面上，在患者安全管理制度、腕

带使用制度、查对制度、无菌技术操作规范等，职称及工作

年限比较，P ＞ 0.05，无统计学意义。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

即使是高年资、中级职称的护士对制度的理解与初级护士没

有区别，高年资护士工作经验多，培训的倾向性转向了低年

资护士，忽略对高年资护士制度的再培训，特别是制度的解

读；这个数据也说明了，护理人员对各项制度的熟知程度大

多经过培训后记忆或是背出来的，让护士真正理解制度，是

需要管理者不断引导，不断解读，否则即使是工作多年的护

士也只是遵从制度的要求机械地执行制度，而不是在理解基

础上执行制度。现在各医院都在定制度、定规范和要求，分

层培训，继续教育，考试和考核，但没有真正去思考护士是

否理解制度，执行制度时在想什么，建议护理管理者应根据

制度内容，解读制度，可以让高年资护士去授课，达到教学

相长的目的，分层培训、岗位培训、全员培训重要，解读制

度更重要。

3.3 理论培训不仅局限于护理理论知识及技能或是制度

培训，应涵盖患者评估及沟通各个方面。

此次考试显示，当护士对核心制度条目进行理解性作

答时，基本没有护士能够完全理解并给出正确答案，75 人

可以理解制度的 1/2，其他人员只能理解 1/3 或不知道怎么

理解制度，表 1 中显示了这一点。表 2 数据显示，理解分级

护理制度、出入院指导、护理表格书写及消毒隔离制度条目，

主管护师和与初级护士职称比较，P ＜ 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分级护理制度”和“出院指导”这两个条目，都与患

者评估相关，主管护师经过多年的培训和临床经验，更容易

理解这两个条目。“分级护理制度”是患者入院时根据病情

和自理需要分级的，是需要评估和评价的，而“出院指导”

是以患者的病情和健康为依据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综合起

来就是出入院管理制度的培训及工作的问题， 46.7% 的护

士对患者的出院指导完全不知道怎么理解，对于分级护理制

度和出院指导，高年资护士分别有 53.8% 和 23.1% 大部分

理解，而低年资护士能够答对 1/4 的，占 46.7%，加上完全

不能正确作答达的为 60%，这也说明了，护理培训项目中

对患者分级护理制度和出院指导的培训是不充分的，低年资

的护士无论是在疾病的知识点上还是在沟通方面，都需要不

断学习，所以按照分层或岗位培训还是很必要的。

综上所述，护士对岗位职责掌握是护理工作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而对其中的核心制度和规范的理解应是执行层面

的理解，达到患者的安全目标，熟知职责，理解其中相关制

度和规范是管理者更应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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