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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

【摘要】 目的 了解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的

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优化该人群的继续教育方案提

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1 年 9—10 月

选取天津市 5 所公办养老机构的 121 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护士参加继续教育自我感受量表进

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公办养老机

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总得分为（81.53±10.86）分，各

维度中条目得分由高到低为师资水平（4.31±0.62）分、课

程设置（4.22±0.52）分、课程价值（4.14±0.63）分、授

课内容（3.83±0.50）分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学

习动机和学历为影响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的主要因素（P

＜ 0.05）。结论 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提高，管理者在继续教育培

训方面应细化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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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国卫医

发〔2022〕15 号）中指出 ：建立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岗

位胜任力为核心的护士培训制度。加强临床护士“三基三严”

培训，坚持立足岗位、分类施策，切实提升护士临床护理

服务能力 [1]。可见，加强护士培养培训仍是我国“十四五”

期间强化护理队伍的主要任务之一。继续教育是全面提高

护理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指其接受规范化培

训后，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主促使

自身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及能力提高的一种终身教育的

手段 [2]。护士接受护理继续教育才能保持与时俱进、高水

平的专业实践能力，以适应医疗保健环境的快速发展，并

最终使患者受益 [3]。不同能级的护士对继续教育有不同的

需求，应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分层级、分岗位、体现实践

能力水平的继续教育体系 [4]。养老机构的护理工作有其特

殊性，因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在护理服务需求的项目、

内容、数量、性质等方面均与其他人群有所不同 [5]，所以

养老机构内的护士不仅需要具备生活与疾病护理技能，还

要特别具备康复训练、活动组织、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

技能 [6]。随着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和医养结合医疗改革新

模式的出现，养老服务人才成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康养护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模式发展的至关重要条件 [7]，而作为机构内能够提

供专业护理服务的主力军——护士，其专业技术水平和护

理服务能力也影响着老年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另外，

加强继续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养老机构护士的观念和

思想，提高其对健康教育、康复护理、心理护理等高层次

养老护理技能的需求，使其认识到养老护理服务技能是一

种需要通过系统专业培训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技能 [8]。

研究旨在了解天津市公办养老机构中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

受的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为优化养老机构内护理人员

继续教育方案，进一步提升护理服务能力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1 年 9—10 月选取天津市

5 所公办养老机构的 121 名护士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 ：

1）注册护士。2）每年均参加继续教育。3）知情同意并自

愿参加。排除标准：1）外来进修护士。2）因各种原因（休

假、外出进修等）未在岗的护士。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编制，主要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工作年限、是否有编制、职称、职务、护理分级、

继续教育费用和学习动机 10 项内容。2）护士参加继续教

育自我感受量表。该量表共 4 个维度 20 个条目，包括课程

设置（4 个条目）、师资水平（2 个条目）、授课内容（6 个

条目）及课程价值（8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

分法 [9]，1= 非常不满意，2= 不满意，3= 不能确定，4= 满

意，5= 非常满意。总分为各条目得分之和，总分越高代表

参加继续教育满意程度越高。该量表以参考文献 [10] 为参

考，作为主要研究工具，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编制，通

过内容效度做效度分析，经过多次与护理专家沟通并修订

问卷的内容和量表的条目及维度，使其能够准确反映护士

继续教育的自我感受情况，具有较好的效度。总克伦巴赫

系数（Cronbach's α）为 0.802，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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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694 ～ 0.757，具有较好的信度，可以用于正式调查。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线上调查的方式进行资料的发放和收集。

通过问卷星生成量表的调查链接，将此链接经微信转发给

各养老机构护理部主任，由各机构护理部主任转发本单位

符合纳入标准的护士，打开链接护士能看到知情同意书、

统一的指导语和问卷内容。该问卷每个微信号仅能登录填

写 1 次，要求每名护士独自作答。一共回收问卷 125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21 份，剔除无效问卷 4 份（均为存在明显

规律选项），有效回收率为 96.8%。

1.2.3   质量控制  

为保证调查问卷的真实有效性，正式调查前，研究者通

过腾讯会议对 5 位护理部主任进行了专业培训，在调查过程

中主任可讲解研究对象有疑问的题目，但不可诱导研究对象

填写答案，每名护士需认真在 20 min 内完成作答。每个项目

均为必填项，有空项则无法进行提交。问卷提交回收后由两

人将信息进行整理并核验对错，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一

般资料用频数进行描述 ；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符合

正态分布，以（x-±s）表示 ；不同变量护士的继续教育自

我感受得分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

不同因素对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情况  

公 办 养 老 机 构 护 士 的 继 续 教 育 自 我 感 受 总 分 为

（81.53±10.86）分，4 个维度中条目得分最高的是师资水平

（4.31±0.62）分，得分最低的是授课内容（3.83±0.50）分，见（表 1）。

2.2   公办养老机构不同变量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的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是否有编制、工作年限、职称、护理

分级和继续教育费用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学历、职务和学习动机的护士继

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2.3   影响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的回归分析  

以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的自我感受得分为因变

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学历 ：大

专及以下 =1 ；本科 = ２ ；研究生及以上 =3 ；职务 ：无 =1 ；

护士长 =2 ；护理部主任及以上 =3 ；学习动机 ：需要学分晋

职称 =1 ；提高业务水平 =2 ；单位要求 =3）为自变量，以

进入法（α 入 =0.05，α 出 =0.1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学历和学习动机是影响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

教育自我感受的主要因素（P ＜ 0.05），见（表 3）。 

3   讨论

3.1   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公办养老机构 121 名护士继续教育自

我感受总得分为（81.53±10.86）分，条目均分为（4.08±0.54）

分，提示养老机构内护士的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但仍需进一步提高。研究中 5 所市级公办养老机构

隶属于天津市民政局，但机构内护士的培训、职称竞聘等

均按照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

进行管理，通过研究可见护士对目前的继续教育方案比

较满意。各维度条目均分显示，得分最高的是师资水平

（4.31±0.62）分，这与目前继续教育的授课老师一般为高

校或二三级医院副高以上职称的老师或护士有关，他们有

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前沿的专业知识和高效能的授课技

巧，更能吸引护士们听课的注意力，从而满意度相对较高。

另外研究者也发现本调查工具中针对“师资水平”该维度

的条目只有 2 条，如果需要探究更多的信息，还需进一步

完善对师资这一维度的描述，这也为研究者今后的研究开

辟了新思路。条目得分位于第二的是课程设置（4.22±0.52）

分，分数相对较高原因可能为近几年《老年护理专业护士

培训大纲 ( 试行 )》和《老年护理实践指南 ( 试行 )》（国卫

办医函〔2019〕898 号）[11] 的推行，使得养老机构内护士

继续教育的课程设置更加合理、科学和规范。另外，不少

学者针对护士继续教育的需求进行研究发现护理人员面临

着继续教育形式陈旧的现状，但是通过采取类似于雨课堂、

翻转课堂、慕课等灵活多样的授课形式可以促进护士参加

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12]，近几年线上课程也逐渐成为继续教

育的主要形式。线上学习的优势在于教学方法灵活、教育

资源多样 [13]，不仅有效解决了传统教育模式对时间、地点

的要求，具有反复性和可回顾性，而且能够提供丰富多样

的临床技能、反思性实践、评判性思维训练、理论学习等

学习材料，以及文本、超链接、视频、讲座、照片、动画

等授课资源，能进一步满足在职护士通过学习提升自我的

意愿。授课内容的得分为（3.83±0.50）分，成为条目得分

中最低的一个维度，可能与继续教育的教师一般都是学科

带头人或科室骨干有关，其讲授的内容受众一般为三级医

院或者二级综合医院的护士，而研究对象所在的机构中级

别最高的一所医院仅为二级老年病专科医院，其他机构为

保健站。养老机构内护士的主要工作内容多为老年患者提

供生活护理、基础医疗护理和急救护理等，现有的继续教

育内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过深、过广、过于前沿，或与临

床工作缺少相关性或讲授侧重点与工作需求有偏差，造成

护士继续教育学习障碍，满意度比较低。课程价值的得分

为（4.14±0.63）分，虽然得分位于 4 个维度中的第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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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养老院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情况（分，x-
  

±s，n=121）

维度 得分范围 维度得分 条目得分
课程设置 8 ～ 20 16.85±2.09 4.22±0.52
师资水平 4 ～ 10 8.62±1.24 4.31±0.62
授课内容 9 ～ 28 22.94±2.98 3.83±0.50
课程价值 14 ～ 40 33.12±5.08 4.14±0.63
总分 49 ～ 98 81.53±10.86 4.08±0.54

表 2   养老院不同变量护士的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比较（n=121）
变量 人数 得分（分,x-±s） t/F 值 P 值
性别 女 118 81.19±12.63 0.224 0.823 

男 3 82.84±10.62
年龄（岁） 20 ～ 29 37 81.13±11.91 0.293 0.747

30 ～ 39 39 80.16±11.20
40 ～ 55 45 82.02±10.32

是否有编制 是 117 80.92±12.11 0.026 0.979
否 4 81.08±12.55

学历 大专及以下 31 81.67±12.75 3.954 0.022
本科 87 86.75±9.02
研究生及以上 3 76.64±12.02

工作年限（年） ＜ 5 18 82.60±9.85 0.211 0.889
5 ～ 14 30 81.55±10.98
15 ～ 24 37 80.72±11.48
≥ 25 36 80.22±11.74

职称 初级 90 82.12±10.04 0.104 0.901
中级 30 81.49±8.98
高级 1 82.31±9.98

职务 无 91 80.49±11.22 3.308  0.040
护士长 22 84.60±9.04
护理部主任及以上 8 89.04±6.49

护理分级 N1 37 84.05±8.24 1.063 0.368
N2 49 81.21±11.63
N3 26 81.92±10.02
N4 9 86.73±10.86

继续教育费用 公费 12 82.50±9.96 0.553 0.582
公费 + 自费 109 80.58±11.56

学习动机 需要学分晋职称 41 83.63±9.11 8.688 0.000
提高业务水平 68 76.51±10.80
单位要求 12 85.71±8.49

表 3   养老院护士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数项 102.35 3.937 - 26.013 0.000
学习动机 -8.726 1.127 -0.405 -7.736 0.000
学历 -2.873 1.388 -0.107 -2.068 0.038

从得分中也能得出结论 ：通过继续教育能更新护士的专业

知识、拓宽思路，使其获得一定的学习成果，提高其专业

技术水平。这也与赖天为等 [14] 研究的通过制订相关专科护

士的继续教育手册对护士实施培训与管理，可以有效地提

高其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及临床综合能力，并能提高其护

理质量的观点一致。但该维度的得分并未达到研究者的预

期，这就要求养老机构的管理者今后在优化继续教育方案

时，应进一步探究机构内护士继续教育的培训需求、打破

原有的课程设置，有的放矢地增加老年病科相关专业知识

的比重，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以提高课程价值，这也

是研究者下一步需要研究的一个方向。

3.2   学历和学习动机是影响公办养老机构护士继续教育

自我感受的主要因素  

不同变量护士的继续教育自我感受得分比较结果显

示，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护士继续教育满意度最低，这与研

究者的预期一致。究其原因，护理研究生在校教育重在培

养适应高新医学技术、运用跨学科知识解决护理领域复杂

问题的能力 [15]，工作后对继续教育的需求较其他学历护士

高，而养老机构中研究生学历护士的占比仅为 2.48%，管

理者在继续教育课程设置、内容安排上可能有所忽视。这

就要求机构应重视对研究生护士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培

养，使其突显学历优势，在老年护理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价

值。本科护士继续教育的满意度最高，本科护士在校期间

开设课程更为系统、全面，学习到的护理相关专业知识较多，

同时对自身有更高水平的职业要求 [16]，可见目前的继续教

育学习不仅能够满足本科护士需求，也使其通过培训学习

在工作中提高岗位竞争力，获得成就感，所以其对继续教

育的自我感受最好。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学习动机对护士继续教育的自我

感受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为了完成单位要求

的护士对继续教育的满意程度最高，为了提高业务水平的护

士对继续教育的满意程度最低。在养老机构内，如果护士只

是单纯完成单位的任务要求，对继续教育的要求不高，无论

课程设置、内容安排还是师资水平、课程价值对于学习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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