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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操作规程培训对重症监护室新入职护理人员岗位胜任

能力的影响 

马红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1） 

摘  要：目的：探究重症监护室新入职护理人员应用标准操作规程培训对其岗位胜任能力的影响。方法：在 2021.01~2023.01
时间段开展研究，样本为我院重症监护室新入职护理人员 30 例，对 2021 年（15 例）与 2022 年（15 例）入职的护理人员分别实施
传统培训教学（对照组）、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标准操作规程培训教学（研究组），比对教学效果。结果：培训前 2 组样本各项
岗位胜任能力评分相近，P＞0.05；培训后研究组应急判断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临床护理能力、批判思维、沟通
能力六项岗位胜任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培训后，研究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以及样本培训满意率 93.33%（14/15）均
高于对照组 60.00%（9/15），P＜0.05。结论：在重症监护室新入职护理人员培训中应用标准操作规程培训教学效果显著，有助于提
升其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后理论与实践成绩更佳，且学员认可度与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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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患者均具有危急重症、病情复杂、生命体征不

稳定等特征[1]，该类患者对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及专业护理水平要

求高于医院其他科室，同时也要求护理人员具备优良的沟通能

力、判断性思维[2]。近年来，随着社会群体对护理质量要求的不

断提高，加之重症监护室患者的特殊性[3]，医院应加强每年新入

职护理人员培训考核，提高新入职护理人员的岗位胜任能力，

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良的护理服务[4]。本次研究重症监护室新

入职护理人员应用标准操作规程培训对其岗位胜任能力的影

响，相关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01~2023.01 时间段开展研究，样本为我院重症监护

室新入职护理人员 30 例，2021 年与 2022 年培训教学方式不同，

均有 15 例护理人员，分别为对照组与研究组。2 组样本均知情

同意研究且基本资料相近，P＞0.05，见表 1。纳入者均为我院

正式入院护理人员，依从性良好者，能够全程参与研究者，具

有护士资格证者，年龄小于 27 岁且通过我院公开招聘考试入院

者；排除已入职其他医院护理人员、已参与其他研究者、中途

退出或辞职者。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分析 [例（％）/( sx ± )] 

组别 
对照组（15

例） 
研究组（15 例）T/X2 值 P 值 

年龄区间 [21,26] [21,26] - - 年龄

（岁） 平均值 23.78±4.52 23.50±4.40 0.171 0.864 

男性 1（6.66） 0（0.00） - - 性别

（例） 女性 14（93.33） 15（100.00） 1.034 0.309 

中专 0（0.00） 1（6.66） 1.034 0.309 

专科 10（66.66） 10（66.66） 0.000 1.000 
文化水

平（例）
本科 5（33.33） 4（26.66） 0.158 0.690 

有 13（86.66） 11（73.33） - - 工作经

验（例） 无 2（13.33） 4（26.66） 0.833 0.361 

1.2 方法 

1.2.1 传统培训教学（对照组） 

由我院 ICU 带教多年且高资质护师为带教老师，培训教学

方式为集中授课与操作示范，集中授课每周开展一次，每次时

间约 1h，内容为安全教育、护理理论知识、法律法规、护理文

件书写、护患沟通技巧、核心制度、感染防控、护理意识以及

护理技术等；每 3 周安排一次操作示范，带教老师亲自示范，

护理人员练习，操作示范内容保罗日常护理操作与技能，带教

老师需要在学员练习中指出不足，纠正其错误，指导学员私下

进行自主练习。授课与操作示范外，学员跟随带教老师进行正

常护理工作，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护理技能。 

1.2.2 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标准操作规程培训教学（研

究组） 

（1）组织 ICU 带教经验丰富且高年资护师、护士长及和护

理骨干组成教学培训小组，由带教护师组织小组成员结合本院

ICU 科室特点、实际情况以及教学要求制定教学方案，优化培

训模式，完善培训考核制度，更新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相关病例，

基础操作培训需要涵盖操作技术、仪器维护、重症病房环境与

护患关系维护、护理流程，例如，ICU 查体、输液、呼吸机使

用、急救、ICU 环境维护、沟通技巧、气管插管吸氧、仪器维

护、工作交接等护理内容。（2）培训教学过程中，充分结合先

进的教学手段与技术，指导学员通过教学图片、视频进行教学

前预习，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能及时与带教老师与其

他学员讨论难以理解或解决的问题。集中授课过程中可以组织

学员几人成组，共同学习、讨论、完成相关任务；设立现场提

问环节，鼓励学员对疑难点知识进行提问与交流。操作示范时，

可以为小组学员设置综合病例培训与角色扮演练习，提高学员

护理技能操作经验；指导其扮演 ICU 典型病例救治与护理过程

中的医生、护士与患者等不同角色，使其能够充分练习呼吸机

使用、查体、输液、急救等护理操作，同时也能够处于不同角

度思考问题，有助于锻炼其与医生、患者的沟通能力；在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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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示范中设置演习与评价环节，一个小组练习，其他小组与

带教老师对其演练情况做分析，总结优缺点，以此锻炼、增强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3）在集中授课与操作演练中，带教护

师应强调职业道德与医德医风，明确 ICU 对护理人员综合素质

的要求，充分体现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导向。由培训小组确定符

合相关要求的案例，并由小组成员担任考核评委，实行站点式

考核；考核均采取统一考核标准，现场反馈、指导。 

1.3 判定指标 

（1）分析 2 组学员培训前后岗位胜任能力情况，评价指标

包括应急判断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临床护理

能力、批判思维、沟通能力，每项指标总分 20 分，评分值与岗

位胜任能力呈正相关。 

（2）分析 2 组学员培训后理论与操作成绩及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试验通过统计学软件 SPSS25.0 检验，计量资料（ sx ± ）

用 t 检验。组间比较用 x2 检验，卡方比对计数资料（％）率，

组间有差异为 P＜0.05。 

2 结果 
2.1 分析 2 组学员培训前后岗位胜任能力情况 

培训前，2 组样本各项岗位胜任能力评分相近，P＞0.05；

培训后研究组岗位胜任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2 组学员培训前后岗位胜任能力情况分析 （ sx ± ，

分） 

培训前 
组别 

应急判断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临床护理能力 批判性思维 沟通能力 

对照组 n=15 10.42±2.01 9.80±1.86 8.87±1.75 9.87±1.92 7.84±1.68 8.64±1.60 

研究组 n=15 9.87±1.95 9.94±1.92 8.98±1.80 9.74±1.88 7.90±1.72 8.60±1.57 

T 值 0.760 0.202 0.169 0.187 0.096 0.069 

P 值 0.453 0.840 0.866 0.852 0.923 0.945 

培训后 
组别 

应急判断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临床护理能力 批判性思维 沟通能力 

对照组 n=15 14.81±2.87 14.64±2.68 15.04±2.81 15.42±2.86 14.87±2.78 14.24±2.40 

研究组 n=15 18.67±3.57 18.99±3.68 18.87±3.65 19.34±3.87 18.85±3.68 19.37±3.72 

T 值 3.263 3.700 3.220 3.155 3.342 4.488 

P 值 0.002 ＜0.001 0.003 0.003 0.002 ＜0.001 

2.2 分析 2 组学员培训后理论与操作成绩及满意度 

培训后，研究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以及样本培训满意率

93.33%（14/15）均高于对照组 60.00%（9/15），P＜0.05，见表

3。 

表 3 2 组学员培训后理论与操作成绩及满意度分析 [（％）

例/（ sx ± ，分）] 

培训考核成绩 学院培训满意度 
组别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培训满意率 

对照组 n=15 83.40±7.86 84.35±8.01 40.00%（6/15） 20.00%（3/15） 40.00%（6/15） 60.00%（9/15） 

研究组 n=15 93.44±9.08 92.55±9.01 66.66%（10/15） 26.66%（4/15） 6.66%（1/15） 93.33%（14/15） 

T/X2 值 3.237 2.634 2.142 0.186 4.658 4.658 

P 值 0.003 0.013 0.143 0.666 0.030 0.030 

3 讨论 
常规医院新入职护理人员培训模式以带教老师集中讲授为

主[5]，注重反复练习护理操作技能，学员大多被动接受护理理论

与护理操作技能，培训形式较为局限，无法调动学员学习主动

性与自觉性，同时也无法使学生切身体会临床各种案例发生的

实际情况，从而无法保障学员在培训结束后能够具备良好的岗

位胜任能力[6]。本次研究中，实施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标准

操作规程培训教学的研究组培训后岗位胜任能力评分均高于实

施传统培训的对照组，且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以及样本培训满

意率 93.33%（14/15）均高于对照组 60.00%（9/15），P＜0.05；

证实标准操作规程培训教学可以显著提高 ICU 新入职护理人员

岗位胜任能力，整体培训效果更为显著。分析可知，标准操作

规程培训教学中充分结合了先进的教学技术以及教学手段，例

如多媒体、教学辅助工具、情景模拟法、临床模拟法、小组讨

论等[7]，从而可以多方面锻炼学员自学能力、观察与解决问题能

力，使其具备良好的批判性思维[8]；同时带教老师在教学重视护

理人员职业素养、道德以及责任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够

综合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其意识到自身的职责[9-10]。 

综上所述，在重症监护室新入职护理人员培训中应用标准

操作规程培训教学效果显著，有助于提升其岗位胜任能力，培

训后理论与实践成绩更佳，且学员认可度与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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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

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相比专业课，内

容较为综合的通识课在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方面具备

更大优势，尤其在涉及人类普遍审美、责任、道德等本质规律

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行为作用显著。 

最后，应将美育理念与现实社会相关联，鼓励学生利用辩

证法看待事物。如前文所述，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冲突只能通过

更加综合、包容的手段解决，美育课程在引导学生成为审美价

值参与者的同时，也能够从跨学科、超学科的宏观视野去鼓励

学生感受现实生活、经济发展及文化进步中的美。 

目前财经类高校美育课程设置虽然还存着某些制度缺撼及

认识误区，但随着“新文科”理念的日益深入和教育者的不断

反思与学习，在我国“第三次学术大转型”6 的浪潮下，美育通

识课程的建设者们势必会在持续探索中打破旧有学科间的藩

篱，使美育更加鲜活，更符合中国特色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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