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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①

翟筱燕②，谭美如

（桂林医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目的：调查分析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方法：利用便利抽样

法选取西部地区 ５ 所三甲医院的 ３５５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注册护士核心胜

任力量表（ＣＩＲＮ），实地调研结合问卷星的方式进行研究。 结果：西部地区三甲医院 ＣＩＲＮ 总分为

（１６１．９３±２２．９９）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关系、婚姻状况、护理职业热爱程度为护士核心

胜任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应从国家政策、组织管理与护理教育等多方

面探讨护士核心胜任力提升策略，激发工作积极性和潜力，全面提升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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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核心胜任力是指在给患者提供安全及符合

伦理要求护理服务时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判断力和

个人特质［１］，被认为是其职业素质的重要体现，在提

高护理质量，促进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２］。 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由于地域、医疗

水平、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不同，人口老龄化、慢
性病发病趋势更加严峻［３－４］。 三甲医院是该地区医

疗服务的重要支柱，护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
何提高护士胜任力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针
对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的研究较少，
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５］。 本文旨在通过对西部地

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以期为护理教育和实践提供理论和实践

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西部地区（广西、
四川、云南）５ 所三甲医院的 ３５５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

象。 其中，女 ２９６ 名，男 ５９ 名；护士 １５５ 名，护师

１１４ 名，主管护师 ６７ 名，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１９ 名。
纳入标准：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从事护理工

作 １ 年及以上；自愿参加本研究。
排除标准：实习生、进修人员、非在岗人员（外出

学习、休假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每所医院发放 ８５ 份。 电

子版问卷收集方法：采用问卷星，被调查者首先阅读

本次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知情同意后填写问卷，同一

ＩＰ 地址只能提交一次。 纸质版问卷收集方法：由科

室护士长发放给符合调查条件的护士，回收问卷时

对填写的内容进行核查。 本研究共发放 ４２５ 份调查

问卷，回收 ３８６ 份，有条目缺失或全部选择相同序号

的视为无效问卷，最终纳入有效问卷 ３５５ 份，有效回

收率 ８３．５３%。
１．２．２　 调查工具　 ① 一般资料调查表：本问卷由研

究者查阅文献后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护龄、性别、科
室、职称、带教经历、继续教育经历、第一学历、最高

学历、劳动关系、婚姻状况、对护理事业热爱程度等，共
１２ 个条目。 ②注册护士核心胜任力量表（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ｎｕｒｓｅ，ＣＩＲＮ） ［６］：本量表包括 ７
个维度，共 ５８ 个条目。 其中批判性思维 ／科研能力

１０ 个条目，临床护理 ９ 个条目，领导能力 １０ 个条目，
人际关系 ８ 个条目，伦理 ／法律实践 ８ 个条目，专业

发展 ６ 个条目，教育 ／咨询 ７ 个条目。 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计分法：０＝完全没有能力，１＝有一点能力，
２＝有一些能力，３ ＝有足够的能力；４ ＝很有能力。 总

分＜１１５ 分为低能力，１１６～１７３ 分为中等水平能力，１７４～
２３２ 分为高能力。 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系数为 ０．８９，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系

数为 ０．９１。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和 Ｆ 检验；影响因素主要采

用线性回归分析。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护士核心胜任力均

值为２．７９。其中法律 ／伦理实践 ２．９５，得分最高，其次

为人际关系、专业发展，见表 １。

表 １　 西部地区三甲医院 ＣＩＲＮ 得分情况（�ｘ±ｓ，分）

项目 �ｘ±ｓ Ｍ±ＳＤ

批判性思维 ／科研 ２６．９４±４．３４ ２．６９±０．４３

教育 ／咨询 １８．８５±３．４７ ２．６９±０．５０

领导能力 ２７．２７±４．２５ ２．７３±０．４２

临床护理 ２５．２５±３．９０ ２．８１±０．４３

专业发展 １７．０６±２．８４ ２．８４±０．４７

人际关系 ２２．９２±３．６６ ２．８６±０．４６

法律 ／伦理实践 ２３．６４±３．７８ ２．９５±０．４７

核心胜任力 １６１．９３±２２．９９ ２．７９±０．４０

２．２　 护士核心胜任力单因素分析

本研究针对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

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在护龄、职称、带教经

历、劳动关系、婚姻状况、对护理职业的热爱程度等

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３１２·



第 ４ 期 华　 夏　 医　 学 第 ３６ 卷

表 ２　 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单因素分析（ｎ＝ ３５５）

项目 对应指标 ｎ �ｘ±ｓ ｔ ／ Ｆ Ｐ

年龄 ＜３０ １８６ １５９．１２±２２．７３

３０～４０ １２８ １６４．１６±２３．２９

４０～５０ ３３ １６６．４６±２４．１１

＞５０ ８ １７２．７５±６．３２

２．３７１ ＞０．０５

护龄 ≤５ １６５ １６０．４２±２１．６４

６～１０ １３２ １５９．０５±２５．５２

１１～１９ ５１ １７２．００±１８．０６

≥２０ ７ １７８．４３±４．５０

５．６００ ＜０．０５

性别 男 ５９ １６４．０９±２１．４２

女 ２９６ １６１．５０±２３．３０
０．６２１ ＞０．０５

职称 护士 １５５ １５８．８１±２１．４７

护师 １１４ １６６．２２±２３．１９

主管护师 ６７ １５９．７６±２５．８６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１９ １６９．３２±１８．６８

３．１８７ ＜０．０５

带教经历 带教 １７０ １６５．３８±２２．３１

未带教 １８５ １５８．７６±２３．２１
７．４９３ ＜０．０５

是否进行继续教育 是 ２７１ １６１．５３±２２．８０

否 ８４ １６３．２３±２３．６７
０．３４９ ＞０．０５

最高学历 中专 ３０ １６７．７７±１９．１０

大专 ９８ １６２．２５±２３．８１

本科 ２０３ １５９．８２±２３．６４

硕士及以上 ２４ １７１．２１±１４．１７

２．５５８ ＞０．０５

劳动关系 正式编制 １１０ １７２．２９±１６．３８

合同制 ２３３ １５６．８０±２３．４５

人事代理 １２ １６６．５０±２２．９９

１８．９４７ ＜０．０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４３ １５２．５５±２６．２２

已婚 ２０５ １６８．０２±１８．１３

其他 ７ １７５．２９±１３．０５

２２．７４６ ＜０．０５

对护理职业的热爱程度 非常有兴趣 ９４ １７０．２０±１９．３６

有兴趣 １９１ １６２．５４±２１．９９

不太有兴趣 ６０ １５１．８０±２３．０４

无兴趣 １０ １３３．３０±３０．１４

１４．６７９ ＜０．０５

２．３　 西部地区护士核心胜任力影响因素分析

以护士核心胜任力为因变量，经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护龄、职称、带教经历、

劳动关系、婚姻状况、对护理职业的热爱程度等因

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３。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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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Ｂ ＳＥ β ｔ Ｐ

常量 １６７．６６１ ６．３１２ － ２６．５６４ ＜０．０５

劳动关系 ５．３３０ ２．２５８ ０．１２０ ２．３６１ ＜０．０５

婚姻状况 １１．６７９ ２．１６２ ０．２６７ ５．４０２ ＜０．０５

护理职业热爱程度 ７．８６９ １．５４７ ０．２５３ ５．０８８ ＜０．０５

　 　 　 　 　 　 　 　 Ｒ２ ＝ ０．２０３，Ｆ＝ ２９．７６２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

心胜任力分值 １６１． ９３，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陈赟

等［７］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广东三甲医院护士核心

胜任力为 １６７．０２；王焱等［８］的研究报告显示，整形外

科注册护士核心能力为 １６９．１５，以上两个研究得出

的核心胜任力分值均高于本研究结果。 分析其原

因：西部地区医院的工作环境、技术培训、获取的社

会资源、职业发展机会等比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落后，
从而导致护士核心竞争力较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

胜任力各维度中，评判性思维、科研和教育、咨询能

力最低，有学者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９］。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护理教育和在职培训目前更注

重对临床工作、护理操作等实践能力的训练，对评判

性思维和科研素养的培养重视不够。 今后，有必要

建立完善的护理教育与职业培训管理体系，提高护

士评判性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使其核心胜任力

与岗位相匹配。

胜任力是指个体能够胜任该岗位工作，且能够

产生优秀工作绩效的能力。 在本研究中劳动关系是

核心胜任力的影响因素之一，正式编制的护士核心

胜任力高于合同制。 郭笑然等［１０］ 的调查报告指出，
合同制护士的离职意愿比正式编制的护士高，工作

积极性较低。 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医院合同制护

士存在薪酬和福利待遇低、专业发展空间有限、对

职业环境不满意、专业培训投入少等问题［１１］。 目

前，合同制护士占医院护理人力的大多数，今后有必

要从国家政策、组织管理等多方面探讨如何减少正

式编制与合同制护士的差异，以稳定护理队伍，提高

护理服务质量。

本调查结果显示，已婚护士比未婚护士的核心

胜任力分值高，这与窦丽等［１２］、付丽萍等１３］ 的研究

结果相似。 Ｓｐｅｎｃｅｒ 的冰山模型认为社会角色、动

机、自我认知等深层次特征决定了人的行为和表现，

是胜任力的深层次决定因素［１４］。 已婚护士社会角

色比未婚护士较丰富，来自婚姻、家庭及社会支持能

够缓冲来自工作的压力源，使其更好地适应工作环

境，应对职业压力。 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和关心护士

的婚姻、家庭，做好关怀管理，激发护士的工作积极

性和潜能，提高护士的核心胜任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事业的热爱程度是护士

核心胜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与胥臧［１５］ 的研究结

果相似。 对职业的热爱度与工作积极性呈正相关，

在个人感兴趣的场景中会增进工作的自主性，以此

驱动个体内在工作动机［１６］。 对护理职业的热爱能

够提高护士工作的内在动力，提高学习自主性。 也

有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护士工龄的增加，对职业的热

爱程度会随之下降［１７］，因此在护理教育中应培养学

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做好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

４　 小结
中国西部地区三甲医院护士核心胜任力居中等

水平，其评判性思维、科研能力分值最低。 因此，有

必要建立完善的护理教育与职业培训管理体系，提

高护士评判性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使其核心胜

任力与岗位相匹配；有必要从国家政策、组织管理与

护理教育等多方面探讨护士核心胜任力提升策略，

激发工作积极性和潜力，全面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有

必要建立符合西部地区特点的护理人员核心胜任力

标准和评估体系，以提升西部地区护理人员的服务

水平和特色。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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