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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及老年照护择业意愿受书证
融通教学模式的影响研究

赵　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目的：探讨书证融通模式对高职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及老年照护择业意愿的影响。方法：选取上海立达学院 2021 级护理专业

332 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在完成所有融合课程后，对护生对老年人态度及从业意愿进行调查。结果：课程结束后，受试护生对老年人

的态度得分为 153.73±23.90，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提示，t（301） =12.889，P<0.05，表现出对老年人较为积极的态度；老年照护择业动

机问卷总分 61.84±12.010；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提示，t（301） =2.669，P=.008<0.05，表明护生对老年照护择业意愿较强。结论：通过教

学内容整合与教学模式改革，在高职护理教学中融入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要求，能帮助护生有效树立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增

强护生老年照护择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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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我 国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6402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8.70%，与 2010 年相比，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随着我国老龄

化速度与程度日益加快与加剧，高龄、慢性病共病、失能、失智

等老年照护问题持续增加，对社会提供高质量、专科化的老年照

护服务提出了挑战。而目前我国现有养老机构照护人员仅 30 万人，

且大专以上学历的护理人员仅占 1/7，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仅 4 万多

人。面对巨大的养老人才缺口，优化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将

有利于护生个人职业发展、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职业教育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专业的护理是确保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疾病照顾质量的保障，

老年护理教育发展的方向正是在职业院校培养具有较强专业技术

能力的老年照护人才。为此，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老年照护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制度成为培养老年护理人才的有力抓手。

为了加强“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要求与护理专

业人才培养有机融合，形成优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加深护生对

“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的理解，增强其对老年照

护技能证书的认可度和重视度，本研究将开展书证融通机制研究，

以高职护理专业课与老年照护职业技能书证融通为例，尝试解决

当前老年照护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构建“1+X”老年照

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书证融通机制提供参考。

一、方法

（一）教学设计

书证融通是“1+X”证书制度的重要施行途径，是新时期职

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与设计，对强化护生职业能力与实践

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对于“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的教学而言，

实行书证融通教学模式的主要特色是将护理专业常规课程内容和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标准相对接，使职业标准融入课程体系，进行

教学内容改革，修订课程标准，实现产教一体的深度融合教学模

式，构建高职护理专业课程体系与“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相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历证书与专业证书的对接。

其中，书主要是指护理专业课程体系，证则是指老年照护职业从

业准则及要求。所以书证融通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

一，制定适合高职护理专业的“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课程理

论体系；第二，将涉及老年照护的职业能力融入到具体的课程内

容当中。

“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课程提出，初级老年照护主要职

责是根据照护计划要求，完成生活照料、日常康复应用和常见救

护等作业。为满足 1+X 初级老年照护职业技能要求，开发书证融

合教学方案如表 1。

表 1 老年照护书证融合教学方案

工 作

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 融入方案

职 业

认知

岗位定位 能制定个人岗位要求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伦 理 与 法

律认知

1. 能识别常见伦理问

题

2. 能运用常见伦理风

险的防范措施

3. 能识别常见老年人

权益保护问题

4. 能运用常见老年人

权益保护措施

法律法规（理论 1）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素 质 要 求

知

1. 能实施照护服务中

卫生、着装礼仪 

2. 能实施照护服务中

的常规礼仪

3. 能运用与老年人沟

通的常见方法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护理礼仪（实训 2）

安 全

防护

安 全 保 护

运用

1. 能识别常见老年人

安全风险因素

2. 能运用安全防护常

见方法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护理学导论（理论 1）

职 业 防 护

与 压 力 应

对

1. 能运用职业防护方

法

2. 能运用职业压力应

对方法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护理学导论（理论 1）

饮 食

照护

进水帮助 能帮助老年人进水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进食帮助 能帮助老年人进食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特殊进食 能进行鼻饲管照料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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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泄

照护

如厕帮助
能帮助老年人正常如

厕

老年护理学（实训 1）

便 器 帮 助

使用

能帮助卧床老年人使

用便器排便

老年护理学（实训 1）

尿 垫、 纸

尿裤更换

能 为 老 年 人 更 换 尿

垫、纸尿裤的操作

老年护理学（实训 1）

呕 吐 时 帮

助 变 换 体

位

在老年人呕吐时，能

帮助老年人变换体位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简 易 通 便

帮助

能进行人工取便的操

作（开塞露等）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一 次 性 尿

袋 协 助 更

换

能进行更换尿袋的操

作

基础护理学（实训 1）

造 口 袋 更

换

能为有肠造瘘的老年

人更换粪袋的操作

外科护理学（理论 1）

睡眠

睡 眠 环 境

布置

能为老年人布置睡眠

环境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睡 眠 障 碍

照料

能观察并记录老年人

异常睡眠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清 洁

照护

床 上 用 品

更换

1. 能进行更换床单的

操作

2. 能进行整理床单的

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2 实训 2）

老年护理学（实训 2）

口腔清洁
能 为 老 年 人 开 展 漱

口、刷牙等的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头 发 清 洁

与梳理

能开展晨间梳洗、坐

位洗头等的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老年护理学（实训 2）

身体清洁
能进行淋浴、床上擦

浴的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老年护理学（实训 2）

仪 容 仪 表

修饰

能帮助老年人进行剃

须、整理仪容仪表等

操作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衣物更换

1. 能开展帮助老年人

更换开襟衣服、穿脱

套头上 衣等操作

2. 能帮助老年人搭配

衣物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压疮预防

1. 能开展卧床老年人

翻身的操作

2. 能进行皮肤观察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终末消毒

能开展终末消毒的操

作（含紫外线灯的使

用）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冷 热

应用

热 水 袋 使

用

能帮助老年人使用热

水袋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湿 热 敷 运

用

能帮助老年人使用湿

热敷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体温测量
能开展测量口温、腋

温的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使用冰袋
能帮助老年人使用冰

袋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使 用 温 水

擦 浴 物 理

降温

能开展帮助老年人温

水擦浴的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转 运
照护

助 行 器 使
用 帮 助 与
指导

能开展帮助老年人使
用拐杖行走的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轮椅转运
能使用轮椅转运老年
人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平 车 转 运
搬 运 老 年
人

能使用平车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常 见
救护

心 脏 骤 停
应对

1. 能实施脉搏、呼吸、
血压的操作流程
2. 能实施心肺复苏的
操作

基础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急救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2）

跌倒应对
能进行老年人跌倒后
的处理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气 道 异 物
应对

能进行老年人异物卡
喉、误吸的处理

急救护理学（理论 1 实训 1）
老年护理学（理论 1）

烫伤应对
能进行老年人烫伤的
处理

外科护理学（理论 1）
急救护理学（实训 1）

（二）教学反馈

本研究选取上海立达学院 2021 级护理专业 332 名护生作为研

究对象，在完成书证融通涉及所有课程后，对护生个人情况、对

老年人态度及从业意愿进行调查。除一般人口资料外，选用科根

对老年人态度量表（KAOP）及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调查 1+X 

书证融通教学改革对护生对老年人及老年照护工作择业的态度。

科根对老年人态度的量表（KAOP）是用来测量护生对老年

人态度的问卷，该量表共有 34 个条目，采用 likert7 级评分，将

KAOP 所有的条目计分后，得出分数的最低值为 34，最高值为

238，将 136 作为中间值，分数越高表明态度越正向。分数高于中

间值表示态度趋于积极，反之表示态度趋于消极，位于中间值时

则表示态度既不积极也不消极。

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基于期望 - 价值理论编制，包括期望

问卷和价值问卷，其中价值问卷包括 14 条目，期望问卷包括 6 条目，

均采用 likert5 级评分，分数的最低值为 20，最高值为 100，将 60

作为中间值，分数越高表明老年照护择业意愿越高。

（三）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对护生的一般人口学

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对 KAOP 及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采用

描述分析及单样本 t 检验。

二、结果

本研究选取上海立达学院 2021 级护理专业 332 名护生作为研

究对象，研究回收有效问卷 3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

（一）护生的基本人口资料

表 2 描述性统计

项目 频率 百分比 项目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女 244 80.8 第一志愿

是否护理专业

否 21 7.0

男 58 19.2 是 281 93.0

年龄

18 3 1.0

民族

布依族 1 .3

19 40 13.2 汉族 298 98.8

20 195 64.6 回族 1 .3

21 56 18.5 黎族 1 .3

22 6 2.0 蒙古族 1 .3

23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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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 302 人，均为上海立达学院护理专业

大二护生。年龄 18-23 岁；男 58 人，女 244 人；入学第一志愿为

护理者 281 人，非护理专业 21 人，具体见表 2。

（二）科根对老年人态度的量表 KAOP

表 3 KAOP 单样本统计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 偏差 标准 误差平均值

对老年人态度总分 302 153.7252 23.89875 1.37522

积极态度得分 302 75.4205 14.21987 .81826

消极态度得分 302 57.70 16.944 .975

表 4 KAOP 单样本检验

t 自 由

度

Sig.

（双尾）

平 均 值

差值

差 值 95% 置 信

区间

下限 上限

对 老 年 人 态

度 总 分（ 检

验值 = 136）

12.889 301 .000 17.72517 15.0189 20.4314

积 极 态 度 得

分（检验值 = 

73）

2.958 301 .003 2.42053 .8103 4.0308

消 极 态 度 得

分（检验值 = 

73.）

-15.697 301 .000 -15.305 -17.22 -13.39

本研究中，护生对老年人态度量表的得分最小值 69 最大

值 224，得分 153.73±23.90，大于中间值 136，表示对老年人态

度呈现积极水平。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提示，t（301） =12.889，

P<0.05， 其 中， 积 极 态 度 得 分 75.42±14.22，t（301） =2.96，

P=0.003<0.05，稍高于中间值；消极态度得分 57.70±16.94，t（301） 

=-15.70，P<0.05，远低于中间值。说明受试者的老年人态度评分

均值与中间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受试护生对老年人态度较

为积极。

（三）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

表 5 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单样本统计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 偏差 标准 误差平均值

价值问卷得分 302 43.42 8.652 .498

期望问卷得分 302 18.42 4.079 .235

老年照护择业动机

问卷总分

302 61.84 12.010 .691

表 6 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单样本检验

t 自 由

度

Sig.

（双尾）

平 均 值

差值

差 值 95% 置 信

区间

下限 上限

价 值 问 卷 得

分（检验值 = 

42）

2.853 301 .005 1.421 .44 2.40

期 望 问 卷 得

分（ 检 验 值

=18）

1.806 301 .072 .424 -.04 .89

老 年 照 护 择

业 动 机 问 卷

总 分（ 检 验

值 = 60）

2.669 301 .008 1.844 .48 3.20

护生老年照护择业动机问卷总分最小值 24 最大值 100，总

分 61.84±12.010。 单 样 本 t 检 验 结 果 提 示，t（301） =2.669，

P=.008<0.05，说明受试者的老年照护择业动机评分均值与护生总

体评分均值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受试护生对老年照护择业动

机优于平均情况。同时，受试护生中，50.7% 表示愿意从事老年

人护理，62.9% 表示愿意参与 1+X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培训。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书证融通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护生对老年人的

积极态度。受试护生对老年人的态度得分为 153.73±23.90，单样

本 t 检验结果提示，t（301） =12.889，P<0.05，表现出对老年人

较为积极的态度。书证融通教学模式实现了护理人才培养与老年

照护职业技能的有机融合，改变了护生对老年人的一些偏见，为

护生面对老年对象、适应职业角色以及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促进护生积极态度的形成。

同 时， 书 证 融 通 教 学 模 式 有 利 于 提 高 护 生 对 老 年 照 护

的 择 业 意 愿。 在 本 研 究 中， 护 生 老 年 照 护 择 业 动 机 问 卷 总

分 61.84±12.01； 单 样 本 t 检 验 结 果 提 示，t（301） =2.669，

P=.008<0.05，表明护生对老年照护择业意愿较强。老年照护职业

等级考证涵盖的内容多而复杂，护生缺乏对“1+X”老年照护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的理解，对其认可度和重视度不够高，主观能

动性不强。书证融通教学模式将高职护理专业课程内容与老年照

护职业等级考试要求进行对照，寻找异同点，改善护生对“1+X”

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的理解和对老年照护行业的认识，

提高了护生的择业意愿。

四、结论

高职院校“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国家培养老

年护理人才的重要举措，书证融通是“1+X”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施行的重要途径，也是其核心和精髓。通过教学内容整合

与教学模式改革，在高职护理教学中融入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和要求，能帮助护生有效树立对老年人的积极态度、增强护

生老年照护择业意愿，有效培养适应我国老年护理行业需求，具

有较高综合素质、就业竞争力及较强择业意愿的人才。同时，本

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包括干预时间较短、研究对象单一等。未来

将考虑扩大研究对象范围、持续开展书证融通教学改革并观察远

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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