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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军事护理»培养方案的实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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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基于制定的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军事护理»培养方案,进行实施效果评价.方法　选取参训的２２１名学员进行

访谈与问卷调查,了解学员对课程设置的认可情况.结果　学员对思想政治、任职基础、岗位业务、综合素质四个模块的平均

认可率分别为９５．６８％、９３．９０％、９６．９３％和９０．１８％.访谈结果提炼出了学员对教学内容设置的意见建议以及对任职教育培

训的需求.结论　«军事护理»培养方案设计的教学内容设置基本合理,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对培训的需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

探讨如何为不同类别的文职护理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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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文职人员是指在军队编制岗位依法履行职

责的非服兵役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１].军

队文职护理人员为护理技术系列的专业技术岗位文

职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

平和能力要求的岗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不断

深入,文职护理人员逐渐成为军队医院、疗养院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文职人员队伍的不断壮

大,文职人员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样,对其能力要求

也越来越高[２].社会招聘文职人员因军队学习或工

作经历缺失,对军队的了解不多,对军队护理工作所

需的特殊知识与技能掌握不够,不利于其完成复杂

多变的卫勤保障任务[３Ｇ４].为培养适应新形势卫勤

保障和未来战争救护需要的高素质文职护理人才,
根据“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要求,设置军事医学

(护理)培训班,为全军初、中级护理岗位文职人员提

供专业培训,我校自２０１８年开始承担承担文职人员

的军事医学(护理)任职教育培训任务,目前根据历

年培训经验及参训学员的反馈,进一步修订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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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班次人才培养方案,现将实施评价情况与经验体

会报道如下.

１　培养方案的基本情况

１．１　培训对象　现(拟)任海军、联勤保障部队初、
中级护理岗位文职人员.

１．２　培养方案的形成　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

相关军事护理培训进行分析,基于胜任力模型的理

解,确定了军队文职护理人员的岗位任职能力素质

需求[２]主要包括专业理论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及科

研创新能力等外显特质需求与政治思想素质、军事

素养及身心素质等潜在特质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

«军事医学(护理)»(«军事护理»)班次培养方案初

稿,经专家小组会议充分论证后,最终确定培养方

案,参与论证的专家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专家小组会议专家基本信息

序号 年龄 专家职称 职务 专业方向 学历 身份类别

专家１ ５０ 教授 教研室主任 社区护理 博士 军人

专家２ ４７ 教授 教研室主任 野战护理 博士 军人

专家３ ３９ 副教授 教研室主任 人文护理 博士 军人

专家４ ４８ 副主任护师 护理部主任 护理管理 硕士 军人

专家５ ５５ 主任护师 教研室主任 老年护理 博士 军人

专家６ ４４ 副主任护师 护理部主任 护理教育 硕士 军人

专家７ ４４ 副主任护师 护理部主任 护理管理 硕士 军人

专家８ ５４ 副主任护师 教研室主任 护理教育 硕士 军人

专家９ ４６ 主任护师 护理部主任 安宁疗护 硕士 军人

专家１０ ４７ 副主任护师 总护士长 急危重症护理 本科 军人

专家１１ ４８ 副主任护师 总护士长 内科护理 硕士 军人

专家１２ ４９ 副主任护师 总护士长 重症护理 博士 军人

专家１３ ３６ 副主任护师 护士长 外科护理 博士 军人

专家１４ ４２ 副主任护师 总护士长 烧伤护理 硕士 文职

专家１５ ３８ 主管护师 护士长 内科护理 本科 文职

专家１６ ３６ 主管护师 护士长 外科护理 本科 文职

专家１７ ４２ 主管护师 护士长 传染病护理 本科 文职

１．３　培养方案的内容

１．３．１　培训目标　培养适应新时期军队护理工作需

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

操技能,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独立判断和解决

问题的综合护理能力,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专业力量,能够胜任

临床护理岗位工作的临床文职人员.

１．３．２　培训内容及培训时间　教学课程内容涵盖

政治思想素质、军事素养、身心素质、专业理论水

平、组织 管 理 能 力 及 科 研 创 新 能 力 六 种 能 力 素

质,分为模块、专题、授课内容三个层次,设置思

想政治、任 职 基 础、岗 位 业 务、综 合 素 质 四 个 模

块,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健康管理、体育训练与考核、护理科研及野战护

理等１８项专题,共计３７个授课内容,具体见表

２,综合素质模块主要包括学员讲堂、学员教官授

课、专题研讨及名师讲堂四项特色内容.培训时间

共４周.

表２　教学内容框架体系与设置(部分)

能力素质定位 专题 授课内容

政治思想素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新时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的实践

习近平强军思想 新时代军队的使命任务

新时代部队政治工作 强军托起中国梦

军事素养　　 三防医学 防原/防化/防生医学

野战护理 野战护理卫勤保障

战现场救护

野战救护技术

心理保障 平战时心理保障

团队拓展训练

身心素质　　 军事体育与训练 体育训练与考核

训练伤防治

心理护理 工作应激与护士职业心理健康促进

临床心理护理评估与干预技术

专业理论水平 卫生勤务 现代卫勤理论与转型

营养和卫生防疫 营养保障

健康管理 部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组织管理能力 军队医疗系统 医院管理概述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药材保障 药材管理

科研创新能力 军队护理科研 军队护理科研项目管理

军队护理科研论文撰写

２　培养方案的实施与评价情况

２．１　实施对象　参与培训的军队文职护理人员.

２．２　评价方法　采用学员座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的方法,了解学员对课程设置的认可情况.学员座

谈会在培训结束前３d召开,以培训班的班级编制

为单位,每个班级自行推选２名学员作为代表参加

座谈会;座谈前２天将座谈提纲告之学员,学员代表

提前收集各位学员对课程的意见建议与反馈;共计

２４名学员,分两批次参加座谈会,经学员同意后对

座谈会进行录音;座谈结束当天,完成座谈录音的整

理,归纳主要观点.问卷调查在课程结束当天进行,
选用问卷星形式展开调查,请参训学员对每次的授

课内容进行评价,从“完全不认可”到“完全认可”依
次计０~１００分,可自行选择任意整数分数;调查的

最后,设置开放性题目“对本次培训课程设置的建议

与意见”.

３　参训学员对培养方案的评价结果

本次参训的２２１名学员参与课程调查,多数

(２１８名,９８．６％)为女性,平均年龄(３６．４０±３．９４７)岁
(２３~４８岁),２１０名(９５．０％)为汉族;多数为本科学

历(１９９名,９０．０％),３名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大专及

以下学历１９名(８．６％);初级、中级、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的名数分别为１１８名(５３．４％)、３１名(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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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名(３２．６％),主管护师１１５名(５２．０％)、护师１０１
名(４５．７％)、护士５名(２．３％);４名工作时间大于２０
年,工作年限１０~２０年的１５５名(７０．１％)、５~１０年

的４０名(１８．１％),２２名(１０．０％)工作时间小于５年;

６８名(３０．８％)担任护士长;多数(１９５名,８８．２％)来
自医院,２６名(１１．８％)来自疗养院.

３．１　量性评价　根据学员对教学内容认可率的调

查结果,以认可率为依据,列出认可率居前５位与后

５位的专题,结果见表３.学员对思想政治、任职基

础、岗位业务、综合素质四个模块的平均认可率分别

为９５．６８％、９３．９０％、９６．９３％和９０．１８％.

表３　学员对授课内容的认可率

能力素质定位 授课内容 所属专题 所属模块 认可率(％)

军事素养　　 战现场救护 野战护理 岗位业务 ９８．６０
身心素质　　 训练伤防治 军事体育训练 任职基础 ９７．３８
军事素养　　 野战护理卫勤保障 野战护理 岗位业务 ９７．２４
身心素质　　 体育训练与考核 军事体育训练 任职基础 ９６．９８
军事素养　　 平战时心理保障 心理卫勤保障 任职基础 ９６．４６
军事素养　　 防生医学 三防医学 任职基础 ９３．６７
专业理论水平 营养保障 营养与卫生防疫 任职基础 ９２．３２
组织管理能力 医院管理概述 军队医疗系统 任职基础 ９１．９１
组织管理能力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军队医疗系统 任职基础 ９０．３９
组织管理能力 药材管理 药材保障 任职基础 ８９．２２

３．２　质性访谈结果

３．２．１　学员对当前教学内容设置的意见建议　综合

学员座谈会与开放性问题的结果,学员对教学内容

设置的意见建议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部分教学

内容的顺序可调整,团队拓展训练、野外拉练等特色

活动的展开时间建议提前,可以让来自不同单位的

学员提前熟悉,利于更好地进行后续合作学习;二是

教学内容的护理特色不够,部分医院管理、药材保障

类课程与护理的结合不够紧密,虽然能够拓宽视野、
了解各职能岗位的工作情况,但对护理岗位实践的

指导作用不大,希望所列举案例可更贴近护理,为护

理职能的加强提供切实参考;三是参观见学的形式、
时长希望增加,多名学员多次提及希望学习期间有

机会走进学校附属医院的优势科室,能组织集体参

观中共一大会址、四行仓库等红色教育基地,切身感

受医学技术先进、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上海,接受全

方位教育.

３．２．２　学员对«军事护理»任职教育培训的需求　通

过与参训学员的座谈,提炼出三个主题.第一,军队

文职护理人员很需要这类培训:２７名学员在问卷调

查的开放性问题处提及“这次学习让我开阔了眼界”
“确实学到了东西”“收获特别多”“对好多前沿的知

识和以前没有接触到的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本次

培训受益匪浅”,培训可切实丰富学员的知识与技能

储备,有助于其对前沿内容的了解,提升学员的任职

能力.第二,对各单位文职护理人员而言,培训的机

会很难得:学员座谈会上,多位学员提及“自己是第

一次参加这类培训,很珍惜”“医院里每年只有１~２
个培训名额”“出来参加一次培训很不容易,下次可

能要几年之后了”,反映了“供不应需”的培训现状.
第三,军队文职人员«军事护理»培训班的开设时间

和形式可以视情调整:一方面,培训整体时长可增

加,很多学员表示“学不够”“一个月时间太短,很多

还没学透彻”“希望可以延长培训时间”;另一方面,
因培训对象来自医院、疗养院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
培训需求略有不同,建议根据所属单位的类别分期

展开针对性培训.

４　讨论

４．１　军队文职护理人员任职教育培训的需求较大

　随着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职护理人

员的比例越来越大,多数社会招聘文职人员首次接

触部队,对军队卫勤保障体制与任务的认识不足,对
军队护理工作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了解不够[２,５],有必

要参加相关培训,增加相关知识与技能储备,以更好

地履行军队文职护理人员的职责.问卷调查及学员

座谈的结果均体现了文职护理人员任职培训的重要

性与必要性.近年来,文职护理人员的数量不断增

加,而具有承训能力的院校数量有限;同时,为保证

培训效果,每批次培训学员的数量需严格控制,不能

无限制增加,因此分配到各单位的名额不多.鉴于

培训需求的迫切性与培训名额紧张的情况,在评估

已有承训能力院校的展开培训能力的基础上,可适

当增加培训的批次,例如将每年一次的培训增加为

每年两次,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矛盾.

４．２　军队文职护理人员任职教育培训的教学内容

设置基本合理　本次调查中,学员对每次授课内容

均予以高度认可.结果显示,学员队各课程内容的

认可率介于８９．２２％~９８．６０％之间,认可率最高的

为“战现场救护”课程,尤其对于该课程中采用的“桌
面推演”教学形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希望在人才培

养方案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可以适当增加学时数,有
的学员更表示要将这种学习模式带回自己单位推广

学习;认可率最低的为“药材管理”课程,原因主要是

该课程内容与护理人员的岗位职责相差较大,所讲

授内容对自己今后的工作可能帮助不大,在有限的

培训时间里希望学习与自己的专业高度相关的课

程.学员对各课程模块的认可率亦介于９０．１８％~
９６．９３％之间,认可率最高的为“岗位业务”模块,主
要包括野战护理、护理科研、护理心理,该部分课程

的设置与护理文职岗位需求高度契合,在体现护理

８９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３年９月,４０(９)



本职工作特点的同时又不失军队护理的特色,既有

护理学科发展前沿知识又有实用护理实践技能;认
可率最低的为“综合演练”模块,原因主要包括:由于

该班次人数较多,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未组织红色教

育基地的参观及附属医院优势科室的见习.鉴于学

员的高度诉求,后续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我们将

论证在“综合演练”模块中加入参观见学的可行性,
并视情展开.在下一轮的培训中,我们将在当前课

程安排的基础上,根据学员反馈调整部分课程的授

课顺序,将“团队拓展训练”“野外拉练”的时间提前,
让来自各地的学员更早地认识、熟悉,便于之后合作

学习的展开,浓厚战友情谊;考虑适当增加体育训练

与考核、运动伤防治、战伤救护桌面推演等广受好评

内容的教学课时,并丰富教学形式[６],使该班次教育

培训更加科学合理.

４．３　如何为不同类别的文职护理人员提供针对性

培训有待探讨　因来源单位、职称职级、工作年限等

的不同,参加培训的文职护理人员的学习需求有一

定差异.本次培训班学员,多数(８８．２％)来自医院,

２６人来自疗养院;护士与护师(初级职称)共计１０６
人,１１５名学员为主管护师(中级职称);工作年限的

差别更是长达２２年(１~２３年).单位职责与任务

侧重点的不同,学习工作经历的差别,导致不同学员

的需求有所不同.座谈会中,不同类别、职级的学员

表达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例如,担任护士长的学

员希望可以增加护理管理类课程,工作年限较短的

学员认为应增加实践技能课程,当前中级职称的学

员建议增加护理科研类课程,来自疗养院的学员则

希望可以安排更多卫勤保障的课程.如何为不同类

别的文职护理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 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与修订时,培训班开班准备时,我校均针对该问

题展开了相关探讨.本次培训展开前,牵头单位与

学员管理单位根据培训学员的职级,将学员分为军

事医学(护理)初级班与军事医学(护理)中级班,对
分类培训进行了初步探索,也得到了学员的认可.

职级之外,单位性质、工作经历也是影响学员需求的

重要因素,如何根据实际需求展开精准培训有待进

一步探索.未来,我校将在征集学员及其单位意见、
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借鉴兄弟院校培训的经验[５,７],
展开分类别培训的尝试,为军队文职护理人员提供

切合其任职需求的培训.任职教育是“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体系中院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已日

渐将其上升到与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高度,并出台

相关政策制度促进任职教育的转型升级,不断探索

新形势下文职护理人员任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是摆

在军事医学院校面前的重要议题.目前,我军有关

护理人员任职教育的研究[８]很多,但针对文职护理

人员的培训较少,更少见实施培训的报告.此次我

校在军队文职护理人员培训方面做出了一定探索,
为持续修订完善培训方案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也
为其他相关培训项目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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