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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核心胜任力和工作
投入的关系研究

●张　伟　郭书含　陈世培　吕沐芝

　　

[摘要]本研究以工作形塑量表、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评价问卷、工作投入量表作为基础,选取了彭州市第

四人民医院、彭州市农村卫生服务站、彭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的１２７名(男１８名,女１０９名)养老护理员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对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核心胜任力和工作投入的

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中的个人品质维度,在工作形塑和工作投入的关系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核心胜任力;工作投入

随
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也在

增加。 目前，全国养老护理人员数量还不足以满足

需求。 养老护理人员的短缺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大部分的

养老护理员的年龄集中在５０~６０岁，且专业能力匮乏。 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既无法提供及时

的医疗照护，也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

加之城镇化的发展，子女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而外出

务工，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照顾。 因此，更多老年人

倾向于到养老机构度过晚年。 目前，医疗水平在不断提

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不只是照顾老人日常起居等，更需要

为老年人提供初级保健、康复指导、心理护理等多种服务。

随着需求的增多、要求的增高和工作内容的增多，养老护理

员也需要更全面的能力、更专业的素养来确保达成更好的工

作状态。 此外，养老护理员作为服务类行业，也需要更多

的人文情怀的投入，提升其投入状态，可以让养老护理员更

加适应高要求的工作，且反哺专业能力。 因此，本研究对

养老护理员的核心胜任力、工作形塑和工作投入进行了研

究，拟证实其中关系，为养老护理员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及

实践引导。

研究内容

工作形塑定义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为了平衡工作资源

和需求，通过一系列主动行为，调整在工作中的人物和人际

关系，从而实现自己的工作意义及与工作的一致性。 核心

胜任力概念由国外引入我国，国内外研究者认为其内容包含

评判性思维、沟通、评估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 工

作投入定义为快乐和激发两个维度，即高投入的人快乐和激

发的水平高，低投入的人快乐与激发的水平低。

(一)研究方法

工作形塑量表由Tims等人于２０１２年编制，包括增加结

构性工作资源(５个条目)、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５个条目)、

增加挑战性工作需求(５个条目)，以及减少阻碍性工作需求

(６个条目)４个维度，共计２１个条目。 总量表的Cronbach＇s

a系数为０．８２０。 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评价问卷。 该问卷

包括个人品质(６个条目)、沟通能力(４个条目)、伦理法规知

识(６个条目)、护理知识(７个条目)、护理技能(４个条目)５
个维度，共计２７个条目。 总量表的 Cronbach＇sa系数为

０．８８。 工作投入精简版量表共计９个题项，共有活力、专

注、奉献三个维度，总量表的 Cronbach＇sa系数达到０．９３。

三份问卷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该研究进行测量。

(二)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２５．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

统计、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结果

(一)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核心胜任力和工作投入的现状

通过工作形塑量表，测得养老护理员在工作形塑各维度

上的分值，并对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可知养老护理员在

工作形塑上的平均值为９５．２９，标准差为１１．５９。

通过核心胜任力量表，测得养老护理员在核心胜任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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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上的分值，并对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１所示。

表１　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的总体情况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个人品质 ２８．８７ ２．４２ ３０ １８

沟通能力 １８．７６ ２．２３ ２０ ８

伦理法规知识 ２８．９４ ２．５０ ３０ １６

护理知识 ３１．４９ ５．３２ ３５ １１

护理技能 １７．９２ ２．９９ ２０ ４

　　由表１可知，养老护理员在核心胜任力的五个维度的平

均值分别是：个人品质２８．８７、沟通能力１８．７６、伦理法规知

识２８．９４、护理知识３１．４９、护理技能１７．９２。 标准差分别

是：个人品质２．４２、沟通能力２．２３、伦理法规知识２．５０、护

理知识５．３２、护理技能２．９９。

通过工作投入量表，测得养老护理员在工作投入各维度

上的分值，并对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养老护理员在工作

投入上的平均值为４６．２３，标准差为１２．８０。

(二)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与核心胜任力的预测作用分析

将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与核心胜任力各维度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与核心胜任力的预测作用

因变量 预测变量 B t F R R２

核心胜任力

个人品质

沟通能力

伦理法规知识

护理知识

护理技能

工作形塑

０．５３ ７．０１∗∗∗ ４９．１８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５２ ６．７７∗∗∗ ４５．８５ ０．５２ ０．２７

０．５４ ７．１２∗∗∗ ５０．１２ ０．５４ ０．２９

０．５２ ６．７８∗∗∗ ４９．５７ ０．５２ ０．２７

０．３５ ４．１２∗∗∗ １６．９４ ０．３５ ０．１２

　　由表２可知，在核心胜任力上，工作形塑对核心胜任力

个人品质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５３(t＝７．０１，p＜０．００１)，表示工

作形塑可以正向预测个人品质。 工作形塑对沟通能力的回

归系数值为０．５２(t＝６．７７，p＜０．００１)，表示工作形塑可以正

向预测沟通能力。 工作形塑对伦理法规知识的回归系数值

为０．５４(t＝７．１２，p＜０．００１)，表示工作形塑可以正向预测伦

理法规知识。 工作形塑对护理知识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５２
(t＝６．７８，p＜０．００１)，表示工作形塑可以正向预测护理知

识。 工作形塑对护理技能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３５(t＝４．１２，

p＜０．００１)，表示工作形塑可以正向预测护理技能。

(三)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与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分析

将养老护理员工作形塑与工作投入进行回归分析。 在

工作投入上，工作形塑对工作投入的回归系数为０．３７(t＝

４．５０，p＜０．００１)，表示工作形塑能够正向预测工作投入。

(四)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与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分析

将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各维度与工作投入进行回归分

析：在工作投入上，核心胜任力个人品质对工作投入的回归

系数值为０．３７(t＝２．０６，p＜０．０５)，表示核心胜任力可以正向

预测工作投入。 沟通能力对工作投入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１５
(t＝１．０２，p＞０．０５)，表示沟通能力不可以预测工作投入。

伦理法规 知 识 对 工 作 投 入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 －０．１９(t＝

－１．０４，p＞０．０５)，表示伦理法规知识不可以预测工作投

入。 护理知识对工作投入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１０(t＝０．７０，

p＞０．０５)，表示护理知识不可以预测工作投入。 护理技能对

工作投入的回归系数值为－０．２３(t＝－０．１８，p＞０．０５)，表示

护理技能不可以预测工作投入。

(五)养老护理员个人品质在工作形塑与工作投入关系中

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工作形塑为自变量，工作投入为因变量，以核心胜任

力个人品质为中介变量，使用 Hayes编制的 Process３．３宏

程序，选用模型４及 Bootstrap法进行简单中介效应的检

验。 结果如表３、图１所示。

表３　个人品质在工作形塑与工作投入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０．３６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直接效应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４３ ６６．６７％

间接效应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４ ３３．３３％

(注:Boot标准误、BootCI下限和Boot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９５％置信区间的下限和

上限)

　　结合表３与图１，工作形塑对工作投入影响的直接效应

及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９５％置信区间的上限、下限不包含

０，表明工作形塑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工作投入，而且能通过

核心胜任力个人品质的中介作用预测工作投入。 结果表

明，个人品质在工作形塑和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个人品质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３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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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工作形塑、个人品质、工作投入的关系模型

结束语

通过研究结果证实，在工作过程中工作形塑越好的养老

护理员工作热情会越高，工作投入也会越多。 同样，工作

形塑越好的养老护理员会更乐于解决困难，提升自己的个人

品质，面对工作的时候会更加积极，工作投入也会更多。

工作形塑对于养老护理员有着重要的作用，养老护理员应该

拓宽思维，不要让思维被局限，换个角度看待工作，说不定

能取得不一样的效果，永远保持对工作的热爱，也能提高自

身的幸福感。 我国的养老护理员这一职业还处于新兴状

态，而养老护理需求越来越大，对养老护理专业素养、核心

胜任力的要求也更高。 养老护理员应该在注重实践锻炼的

同时，提高自身的核心胜任力，才能提高竞争力，从而带动

我国养老护理行业的发展。 在工作投入方面，除了养老护

理员自身主动去提升自己，大众也应该更加了解养老护理员

这一职业。 近年来，老年人护工相关事件频发，随着人口

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养老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养老

护理员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线群体，社会对其要求

日益增加，而养老护理员的专业能力亟待提升，且其心理健

康状况也应受到重视。 提升养老护理员核心胜任力的同

时，关注其工作投入及工作形塑，既能促进养老护理员专业

能力的发展，也能了解其工作状态，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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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阳区中医院,研究方向:老年照护.

吕沐芝(１９８５－),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本科,主治医师,彭州市

第四人民医院,研究方向:老年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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