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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法构建适用于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行为事件访谈及相关评定

薛
!

帅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心医院综合办公室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实证研究法构建适用于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行为事件访谈情况及相关评定$方法
!

随机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在该院工作的医院行政管理人员
##&

例!使用实证研究法对上述受试者进行行为事件访谈!从各方面对其

行政管理能力进行评定!最后分析实验反馈和相关数据并得出结论$结果
!

通过行为事件访谈!对受试者进行胜任能力分析并给

出相应得分!成功地依据所得成绩将医院受试行政管理人员分为优秀管理者和一般者$对受试者的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应对突

发问题的处理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领导决策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技能熟练程度'发现与创造能力'患者服务意识等多

方面实际工作能力做出了中肯评定!获得了对该院行政管理人员实际胜任能力较为完备的认识$结论
!

实证研究法配合行为事

件访谈在对胜任模型的建立和对相关管理人员能力的评定方面具备良好参考价值$由该套方法和评价机制所获得的具体评分能

较好地描述受试者专业素质各方面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可为医疗管理工作方面提供科学的选拔与评价体系!具备广泛应用

前景$

关键词"实证研究法*

!

行为事件访谈*

!

行政管理人员*

!

选拔*

!

评价体系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1,//

"

#%$"

#

#%).$.#)%.

!!

随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呈飞跃式发展#医疗事业发

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其对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

的需求与日俱增#促使医院加快建设与发展进程*医院在面临

更大压力与挑战的同时#也将具有更多机遇(

$

)

*行政管理人员

作为医院实际运营'有序管理的中坚力量#是医院在激烈市场

竞争'医疗事业飞速发展'医疗服务成为民众刚性需求等多方

面因素共存环境下的核心竞争力*基于现状#选拔一批具备过

硬职业素养'拥有优秀行政管理能力的医院行政管理人员成为

各大医院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

)

*本研究引入实证研究法并

配合经典传统的行为事件访谈#通过建立胜任机制模型#科学

客观地对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各方面能力进行评分(

.

)

*针对不

同的管理类型和特征#本研究还制订了不同测试类别和机制#

以保证在测试不同类型的管理人员时#该方法具备同样的科学

性和准确性*因此#实证研究法配合行为事件访谈能够较好地

适用于现代医院选拔人才体系*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取随机取样法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选取在本院工作一段时间的行政管理人员
##&

例#主要包括

质检部办公室'医院办事处'科研处'财务处等相关管理人员*

受试人员分为绩效优异组和绩效普通组#各有
$$,

例*绩效优

异组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

岁&工龄
"

个月至
$+

年#平均$

#"*%̀ %*/

%个月*绩效普通组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工

龄
,

个月至
$.

年#平均$

#$*%̀ %*/

%个月*本方案经医学委员

会审核通过#参与本方案的受试者均在了解实情并同意后签署

知情同意书*两组性别'年龄'工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O

'

%*%/

%#有可比性*

$*/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

!在本院工作的行政管理

人员&本人及家属均同意参与本项研究*排除标准!任何违背

上述条件或拒绝参与研究的相关行政管理人员*

$*'

!

方法

$*'*$

!

文献分析
!

访问相关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网站#在相

关医学图书馆'科研院校资料库查找特征模型建立和行政人员

评定等相关科研文献报道#了解有关行政人员评定'特征模型

建立的最新科研成果#并基于此制订适合本院的具体特征模型

建立方法和行政人员考核评定要点'基本办法*

$*'*/

!

专家讨论
!

选取医院管理部门从事相关工作并具有一

定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和院外卫生部门管理负责人等组成专

家评定小组#根据上述文献分析得出的基本审核办法#对院内

行政管理人员特征能力进行公正客观的评定#并在组内讨论#

汇总相关评定结论#作为下一步行为事件访谈的基础*

$*'*'

!

行为事件访谈
!

让受试行政管理人员依次叙述自己在

工作管理中最成功和最失败的
.

件事#每件事要求描述出详细

的发生背景'具体人物名称'当事人想法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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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式等*提问方式使用
N76[

工具(

/)+

)

#最后将谈话过程

进行编码#通过分析绩效优异组和绩效普通组的编码结果进行

结论统计和模型建立*该过程全程使用录音设备录音*

$*'*1

!

编码转换与结果统计
!

将行为事件访谈阶段所的录音

导出转换成为文本#记录时长及文本字数#并统计特征频次#通

过每项特征具有的不同平均等级分数'最高等级分数对受试者

进行分数评定*

$*1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所有研究数据$包括时长'文本长

度'各项特征总频次'各等级分数等%采用
Lh!L5#%$+

进行汇

总统计#数理分析部分以
NMNN$"*%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以

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G È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采用
M?AC(8:

相关系数验证各项系数胜

任特征编码间的关系*取正校验水准
%

0%*%/

*以
O

#

%*%/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访谈情况比较
!

在保证绩效优异组和绩效普通组访

谈时间相似的情况下#统计两组人员在接受访谈时文本字数的

差异*绩效优异组和绩效普通组在访问时长'文本长度上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的访谈情况比较#

G È

&

组别
.

时长$

3E:

% 文本长度$字%

绩效优异组
$$, /"*,%%̀ $$*+1/ 1/#+*$#%̀ #%%,*$.%

绩效普通组
$$, //*.%%̀ 1*#.& 1%..*,"%̀ $/1,*&/,

9 %*.## %*"%"

O %*1+1 $*#,+

/*/

!

发生频次'各等级分数与访谈长度相关性
!

从受试者的

访谈过程中提取出相关特征的发生频次#统计平均等级分数'

最高等级分数#通过统计分析可得#有多项特征与访谈长度存

在关联#平均等级分数有
#

项#最高等级等级分数有
$

项#可见

该统计方法得出的特征与访谈长度存在关联的个数不多*可

把此方法作为参考和补充#不作为主要依据*见表
#

*

表
#

!!

发生频次'各等级分数与访谈长度相关性#

#

&

特征类别 发生频次 平均等级分数 最高等级分数

学习能力
%*.## %*#+& %*.,#

管理能力
%*#/, %*.&" %*.$$

突发问题处理能力
%*.,$ %*#+& %*#.,

沟通能力
%*#,/ %*.&$ %*.",

团队协作能力
%*#&+ %*#,/ %*.$/

领导决策能力
%*.+, %*.,1 %*#,&

人际交往能力
%*,&, P%*#,& P%*$#,

技能熟练程度
%*.+, %*.1, %*#"1

发现与创造能力
%*.+, %*./+ %*.,+

患者服务意识
%*.&+ %*.", %*.,"

/*'

!

M?AC(8:

相关系数
!

通过
M?AC(8:

相关系数进一步验证

上述系数胜任特征编码间的关系*分析统计结果发现#特征发

生频次'平均等级分数'最高等级分数在计算机编码上具有极

高相似性*见表
.

*

表
.

!!

发生频次'各等级分数与访谈长度胜任

!!!

编码相关性#

#

&

特征类别 发生频次 平均等级分数 最高等级分数

学习能力
%*1/$ %*1.# %*1+.

管理能力
%*1,# %*&1" %*1,.

突发问题处理能力
%*1.$ %*1,$ %*1$%

沟通能力
%*1./ %*1., %*1+.

团队协作能力
%*&// %*1"$ %*1%%

领导决策能力
%*1+/ %*1&, %*1,+

人际交往能力
%*1.# %*1$% %*1&"

技能熟练程度
%*1./ %*&/, %*&1#

发现与创造能力
%*&+$ %*"+. %*1.#

患者服务意识
%*1.# %*1$. %*1&,

'

!

讨
!!

论

!!

经过实验#实证研究法配合行为事件访谈能在一定程度上

较好地反映受试行政管理人员各方面能力情况#并进行客观评

分#也能制订出一系列医院行政管理人员选拔方案与办法#通

过发生频次'各等级分数与访谈长度胜任编码等一系列相关评

判系统对受试者进行综合分析#选拔出较优人才*

!!

在对访谈长度单方面比较中#根据对访谈时间和文本长度

的限制要求$要求访谈时间控制在
#>

内#文本长度控制在

$%%%%

字内%

(

")1

)

#绩效优异组平均文本长度为$

1/#+*$#%`

#%%,*$.%

%字#绩效普通组平均文本长度为$

1%..*,"%`

$/1,*&/,

%字#两组访问时长都小于
+%3E:

#均完成检测要求#

两组在访谈时间和文本长度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提示胜任特征差异不能仅进行访问长度的比较#表明文

本长度不能影响特征差异#不能成为人才评定选拔的标准之

一*采用发生频次'平均等级分数'最高等级分数与访问长度

相关性综合分析#效果得到优化#部分数据出现一定相关性#可

反映受试者相关管理能力#但大部分数据相关性仍然较低#故

只能作为参考与补充*引入计算机胜任特征编码#采用
M?AC)

(8:

相关系数进行相关评价(

$%)$$

)

#发现编码显示的实际情况和

受试者倾向一致性#相关系数较高#说明该方法能较好地还原

受试者的胜任特征情况#能客观评价受试者各方面的管理能

力#为医院科学选拔评价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合理的参考与

借鉴*

!!

综上所述#实证研究法在用于医院行政管理人员行为事件

访谈中具备良好效果#能客观反映受试者各方面能力的优势与

不足(

$#

)

#并以其灵活性'高准确性广泛适用于各地区医院行政

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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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中#患者与家属处于分离状态#患者在封闭环境中独

自接受治疗#孤独'寂寞'被抛弃感'被歧视感深重#家属不了解

患者住院生活与治疗情况#精神疾病认知度较低以致存在偏

见#对患者亲情感减退*本研究采用开放性家属同程康复训

练#增加患者及家属间的互动#改善家属的不正确认知#使家属

有意愿'有能力构建和谐积极的康复环境与氛围*家属配合护

理人员对患者进行日常生活能力潜能挖掘#督促与维护患者正

确安全用药行为#与患者一起进行健康生活兴趣培养#这在促

进患者康复的同时#亦是对患者及其家属双方亲情需求的满

足*护理人员'患者'家属共同完成康复方案的制订与落实#促

成患者形成正确自知力与治疗态度#为社会适应性行为的重塑

提供基础性条件(

$%

)

*家属陪伴式社交活动的拓展#促使家属

深层次'广范围参与患者疾病管理#提高其对患者症状的有效

应对能力#减少或避免患者自伤'他伤概率#促进患者社交功能

自然恢复与发展#加快社会回归进程#提高实现最终治疗目标

的可能性*开放性家属同程康复训练护理结成护理人员'患

者'家属一体式康复系统#家属与患者在开放性环境及全程陪

伴过程中#共同进步#共同应对疾病#使患者不再独自承受症状

折磨与心理伤害#使家属不再疏离于患者康复过程之外#使患

者及家属获得的高度情感满足和积极的有效性结局#最终获得

了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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