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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编制体制改革下护理人员分层管理法对职业满意度及工作积极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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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军队编制体制改革下护理人员开展分层管理法对职业满意度及工作积极性的影响。方法：观察对象均为本
院在职时间 2 年以上 160 名护理人员，开展分层管理法，比对管理前后职业满意度及工作积极性。结果：管理后护理人员
针对工作强度、工作氛围、职位认可度、发展前景评估、家庭-工作重心等维度满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管理后护理人员于护理关怀、文书上报及共事关系积极性评分均高于管理前，差异显著（P<0.05）。结论：军队编制体制
改革下开展分层管理法，可显著提高护理人员职业满意度，调动工作积极性，优化有限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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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队整编政策的推行，文职人员和聘用人员大量补
充到军队医院护理队伍中，临床从事护理工作专业人员临床
工作经验相对不足，军事素养薄弱，导致军队医院护理管理
中高素质人才缺口较大，成为阻碍军队医院发展前景的重要
指标，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如何完善军队医疗服务质量具有
重要课题探讨价值

[1]
。基于军队医院缺乏护理骨干力量，临

床护理队伍建设难度较大，直接影响临床护理开展质量，为
提高军队医院临床护理竞争力，开展分层护理管理模式，针
对有限的护理资源进行分层管理，可有效简化医疗资源，充
分发挥现有的护理力量，以推动军队医院护理工作持续化发
展；现针对军队编制体制改革下分层护理管理开展有效性进
行探究，以传统护理管理模式为参照，开展如下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均为军队医院在职时间 2年以上 160名护理人
员，最小年龄 23岁，最大年龄 50 岁，年龄均值（31.47±
1.12）岁，在职时间 2-28年，时间均值（8.12±0.35）年；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 80名，大专学历 71名，中专及以下学
历 9例。 

1.2 方法 

对照组沿用传统护理管理模式，依据军队医院临床护理
开展规章实施相应护理服务，定期安排护理人员参与岗位培
训教育，以提高职称竞争力，不断培养骨干力量； 

研究组开展分层管理模式；（1）分层管理：依据各科
室临床护理资源，采用小组划分的方式，依据护理人员在职
时间、年龄、临床经验、技能评核成绩等相关情况，将护理
人员划分为基础护士、主管护理、组长等不同等级，由科室
内资深护理人员担任小组长，针对科室内护理人员专业素质
进行综合评估，可采用技能检测成绩量表方式，制定统一检
测内容，以评估临床基础知识、护理经验、护患沟通技巧、
应急能力等相关情况，以开展划等级管理模式；（2）明确
职能：针对不同等级护理人员，需要求其明确职能范围，要

求各小组长针对组内护理人员临床工作经验、技能检测结果
等相关情况，针对不同等级护理人员职能范围进行划分，针
对年龄较小、年资较低护理人员，需加强业务能力培训，安
排参与会诊工作、教学工作，以不断提高低年资护理人员综
合素质，不断培养临床优质护理人员；采用组内高年资带教
低年资的方式，不断加强组内人力资源的协调，以推动临床
护理工作持续化发展，定期开展组内技能培训，针对临床护
理开展注意事项、临床实操、安全护理等相关情况，开展有

效的培训教育，为组内医务人员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人性化管理：考虑军事医院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医疗
资源充沛，于临床护理工作开展时，采用弹性排班的模式，
于高峰期，多指派护理人员进行值班，有效降低工作强度，
帮助护理人员协调工作与家庭的重心，确保护理人员全身心
投入到临床护理工作当中，积极调动护理人员主观能动性，
并适当增加在职护理人员岗位，采用奖罚分明的方式，以提
高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针对临床工作表现优异患者给予奖
励，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绩效考核制度的推动，
针对不同等级制定针对性绩效考核内容，其考核内容的制定
参照不同等级护理人员职称、在职年限、学历、岗位报酬等
相关情况，依据其岗位职能制定针对性考核内容，主要考核
内容包括军事素养（包括急救措施、军事理论）、教学科研、
临床实践、理论知识等相关情况，采用分阶段考核的方式，
评估不同阶段分层次管理开展情况，并以考核成绩为参照，
早期发现分层管理法临床工作落实的弊端，不断完善临床管
理内容，形成良性循环。 

1.3 评价标准 

自拟职业满意评分表，涉及工作强度、工作氛围、职位
认可度、发展前景评估、家庭-工作重心等维度，满分 100

分 ，信效度 Cronbach系数 0.84，评分与满意度呈正相关；
自拟工作积极性评分表，涉及护理关怀、文书上报及共事关
系等，满分 100 分 ，信效度 Cronbach 系数 0.81，评分与
积极性呈正相关。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校验采用 SPSS24.0软件分析，将 P<0.05设为统计
学差异标准值。 

2 结果 

2.1 比对管理前后职业满意度评分统计 

管理后护理人员针对工作强度、工作氛围、职位认可度、
发展前景评估、家庭-工作重心等维度满意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行统计校验，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2.2 比对管理前后工作积极性评估 

管理后护理人员于护理关怀、文书上报及共事关系积极
性评分均高于管理前，行统计校验，差异显著（P<0.05），
见表 2。 

 

 

 

 

表 1 比对管理前后职业满意度评分统计[ x±s/分] 

组别 n 工作强度 工作氛围 职位认可度 发展前景评估 家庭-工作重心 

管理前 160 66.38±4.08 67.08±4.28 68.69±5.01 65.27±4.24 67.85±4.50 

管理后 160 89.62±5.64 91.05±6.38 90.81±6.34 88.25±6.05 91.14±6.82 

t值  9.625 9.917 9.420 9.617 10.09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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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管理前后工作积极性评估[ x±s/分] 

组别 n 护理关怀 文书上报 共事关系 

管理前 160 70.02±4.15 71.67±4.57 69.82±5.14 

管理后 160 93.73±6.95 91.76±7.14 90.47±7.01 

t值  9.133 8.416 8.971 

P值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军队护理人员作为军事建设中重要环节之一，担任守护
军人重要使命，因其工作特殊性，对护理人员军事素养、职
业道德、专业技能等均具有较高要求，于临床存在工作负荷
较重，晋升等级较少等实际问题，严重阻碍军事医院人力资
源的发展，易导致高素质护理人才流失，影响军事医院市场
竞争力。分层护理管理模式作为临床护理管理重要组成内
容，基于护理改革的基础上，有效优化有限的护理资源，通
过落实优质护理服务内容，加强护理人才的建设，基于现有
的护理资源，明确临床护理需求，依据护理人员年资、工作
经验、职称等指标进行分层划分，针对不同护理需求人员开
展分层管理方式，有效优化有限的医疗资源，利于高素质护
理人才的培养，于分层护理管理工作中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独

立思维能力及主观能动性，采用小组管理的方式，借助组内
带教、绩效考核等方式，为护理人员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氛
围，帮助其树立职业道德，加强军事素养的培养，可有效加
强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建设，利于其明确自身职能，不断完
善自身素养，以满足临床护理需求，通过明确不同岗位护理
人员职责范围，以积极调动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并采用弹
性排班的方式，有效帮助护理人员减轻工作强度，采用评聘
制度及奖金奖罚分明制度，以激发护理人员工作积极，培养
其科研精神

[2]
。经本研究数据反馈，管理后护理人员针对工

作强度、工作氛围、职位认可度、发展前景评估、家庭-工
作重心等维度满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管理后护理人员于护
理关怀、文书上报及共事关系积极性评分均高于管理前。 

综上，军队医院开展分层管理法，可显著提高护理人员
职业满意度，调动工作积极性，优化有限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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