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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training mode of the three levels management system in nursing in our 
hospital taken to new clinical head nurses, the common clinical nurses rapidly grow into the ward 
managers who have some leadership abilities. Methods: New clinical head nurses are trained spe-
cifically through the three levels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nursing department, the head nurse 
of the department and the head nurse. Results: The training way of this management system is 
very accepted by the new head nurses. The management team is unanimously approved by doc-
tors, nurses, and patients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is greatly improved. Conclusion: In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head nurse positions, the three levels management system of Peking Uni-
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gives new clinical head nurses adequate space to learn, communicate 
and develop freely, exercises and improves the head nurse’s abilities of quality management, or-
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achieves the training process that a common 
clinical nurse rapidly grows to the ward manager who has a certain leadership ability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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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我院护理三级管理体系对新任临床护士长所采取的培养方式，使普通临床护士快速成长为具

有一定领导能力的病房管理者。方法：通过采用护理部、科护士长及护士长三级管理体系进行针对性培

养。结果：新任护士长对于这种管理体系所采取的方式非常的接受、所管理的团队获得了医、护、患三

方的一致的认可并在科研水平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结论：在护士长岗位的成长过程中，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护理三级管理体系给了新任临床护士长充分的学习交流及自由发挥空间，锻炼和提高护士长的质量

管理、组织协调及沟通的能力，实现了从普通临床护士快速成长为具有一定领导能力及具备科研意识的

病房管理者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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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院护理管理架构 

护理质量管理是护理管理的核心和重点，确保护理质量是护理管理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工作目标[1]。
我院的护理管理架构是在院长及主管副院长的领导下实行护理部主任–科护士长–护士长“三级管理体

系”。每一层级，我院均制定了详细的岗位职责。护理部主任岗位职责：在院长和主管院长的领导下，

进行全院护理质量管理、护理人员调配和培训、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科护士长岗位职责：是规范科护

士长的工作职责、工作标准、资历要求及工作联系，以做好各大科的管理工作；护士长岗位职责：是规

范护士长的工作职责、工作标准、资历要求及工作联系，以做好各护理单元的管理工作。 

2. 培养方法 

2.1. 护理部层面的管理 

集中培训与针对性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 

2.1.1. 与科护士长共同制定培养计划 
护士长在 0~3 个月：以质量安全为核心，必须保证医疗安全。同时要熟悉及掌握护士长的工作职责；

4~6 个月：了解管理理念，灵活运用管理技巧。并确认是否可继续承担护士长的工作；7~12 个月：适当

参加院外培训班，充实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13~24 个月：参加专科培训，不断增强科研意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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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病房护士提升科研水平。 

2.1.2. 每月督导质控 
护理部制定全院护理质量评价内容共 12 类及相关评价标准，按照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实施总调控管

理。每月一日会下达本月护理质量评价内容，经过护士长自查–科护士长检查–夜班总护士长检查–护

理部检查后将全部评价结果汇总后下发，督导改进。 

2.1.3. 积极提供各种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采用了集中培训与分散式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模式[2]。例如：派往参加专科护士的培训班、国内外先

进的管理培训课；举办护理科研选题的讲课；予以护理科研课题的理论支持等。 

2.2. 科护士长层面的督导 

科护士长是具有临床一线护士长工作经历，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并且是非常了解所管

辖护士长的性格特点以及需求的领导者。 

2.2.1. 定点督导 
保证病房护理质量安全，科护士长每周至少 3 次进入病房督导优质护理工作的实施，指导按照护理

部制定的全院护理质量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并按照 PDCA 循环进行分析，快速提生新任护士长的业务综合

能力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了护理质量的平稳提升。PDCA 循环[3]是持续质量改进的有效

手段，它分为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 4 个阶段。 

2.2.2. 桥梁 
科护士长在护理部、护士长、医生和护士之间就充当桥梁的角色。护理部进行的护理质量标准检查，

科护士长必须经过仔细的阅读及分析，通过多种渠道(面谈、座谈、微信圈、邮箱等)发布信息，点明问题

的出处，指导并督促写出整改措施，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检查，确认护士长是否提醒护士在日常的工作

中进行了改进，从而提升管理效率。 

2.2.3. 执行力的培养 
护理部下达的工作内容是主线，科护士长会把这一主线分析、理解，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将工作下发，

并培养护士长如何做到对主线正确的理解与领会，保持高度一致，使自己团队工作与这一主线不会发生

偏离，切实提高执行力。 

2.2.4. 护理人员缺编 
科护士长首先会在大科所辖的病房内进行调整后，再上报护理部，减轻了护理部的压力。 

2.2.5. 心灵工程师 
对于新任护士长，科护士长一定要在人前支持、单独批评。尽早树立她的威信并工作中能够展开拳

脚，无所顾忌的努力工作，提升自信心。每 3 个月的思想汇报，不定期的组织谈话，使新任护士长在她

的岗位上必须永远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一颗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心和一双公正廉洁的手！ 

2.2.6. 培训师 
科护士长因材施教，及时引导护士长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也使护士长学到更多解决护理质量问题

的方法[4]。充分利用“心理资本”来保持护士长高效工作动力及持久的工作热情。心理资本是导致个体

采取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状态，包含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 4 个成分[5]。科护士长发扬新护士长

的特点，带动全科的磁性管理。这一过程需要科护士长密切观察护士长在工作中的举措，经过认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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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予以认可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全科表扬，不断的让新任护士长感到惊喜和兴奋，不断的调动在工

作中的积极性。同时，科护士长在对护士长的科研意识的开发上也是在不断的培训。每年科护士长会依

据护理部工作计划，提前 4~6 个月，根据护士长的近几年的成长经历，能否进入到科研能力的培养及护

士长本人科研意识、科研能力及对某一项工作的关注度及热情，来选择重点培养对象然后进行课题的申

报部署，并且予以全方位的帮助。从课题的选定、标书的内容、标书的措辞、立题依据、立题方向等进

行具体指导，做批注，面授。从而真正落实本年度课题申报，使得护士长快速的成长起来。 

2.3. 新任临床病房护士长的管理 

如何培养符合病房需求的护士已成为护理管理者关注的焦点，在职护理教育培训效果是直接影响低

年资护士能否尽快胜任临床护理工作，以及能否有效保证临床护理质量及护理安全的重要因素[2]，高负

荷、高压力的护理工作可影响护士身心健康[6]。加班频繁、工作紧张、工作量大等是护士产生焦虑情绪

的原因[7]。 

2.3.1. 提升护士幸福感 
工作压力是影响护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减轻压力才能获得健康和幸福感[8]。为减少护士加班，病

房先后采用了以点带面；以强带弱；评优学优；现场指导；绩效结合等工作方法来提升工作效率。工作

幸福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是提升个人和组织绩效的最佳方法[9]。我院某病房家在外阜的护士占全病

房护士的 50%，每年回家过春节就成为奢望。这三年，在全病房护士的共同协作及护士长妥善的排班下，

外阜护士全部实现了回家过节的心愿，而北京籍的护士们做出了巨大的奉献。而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

病房的互帮互助的氛围，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像既往的批评或提醒，有时会让护士产生逆反心理和自

己对病房所付出的努力不被承认，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心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又能提出问题又能让护

士欣然接受呢？例如：发奖状。“勇于尝试奖”是颁发于一位刚入科的护士，胆子非常大，什么都敢干，

以此提醒她在今后的工作中，胆大还要心细；“最佳巧手奖”，是颁发于工作中发明了快速拆药品包装

盒的方法的护士，以此鼓励大家在工作中积极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效率，争取在工作中全进行方位、多

层面的创新。“最亮嗓音奖”一是夸奖护士唱歌好，二就是提醒她声音太大的问题。“最坚贞不渝奖”

是为了表扬一位男友在国外的护士，她所具有的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更主要的是告诉大家在平时的工

作和生活中大家需要互帮互爱，让她或她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把病房真正当成自己的家，从而加强团队

的凝聚力，提升护士幸福感！ 

2.3.2. 提升护士换位思考的能力 
包括专题培训、切身体会、患者座谈会等，提升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

多去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来解决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2.3.3. 护士在职培训 
外出交流；护理部培训课程；全科培训；病房培训；主治医授课；护士讲课；情景授课；针对性学

习；健康宣教等方式提升临床护士业务能力，保证护理安全与质量。 

3. 结果 

新任临床护士长在我院实施的护理三级管理体系下受益匪浅。其所管理的病房，获得了医、护、患

三方的一致的认可。在各类征求意见表中，医师的满意度 100%；在院患者的满意度 98%，获得的锦旗及

表扬信数十封，完成了 300 多名患者的出院随访，满意度 100%。未出现护理不良事件；护士有三人次获

得了国家级专科护士的认证，整个团队在科研水平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获得了院内护理科研课题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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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理三级管理体系给了新任临床护士长充分的学习交流及自由发挥空间，与科护

士长的密切沟通能及时引导护士长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护士长也学到了更多解决护理质量问题的方法，

锻炼和提高护士长的质量管理、组织协调及沟通的能力[10]，保证了护理质量，实现了从普通临床护士快

速成长为具有一定领导能力及科研意识的病房管理者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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