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18所三级甲等医院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调查

张梦霞1,2,汪晖1,尹世玉1,杨纯子1,王冰花1,胡凯利1

Survey
 

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vel
 

among
 

head
 

nurses
 

from
 

3A
 

general
 

hospitals
 

in
 

Hubei
 

province Zhang
 

Mengxia,
 

Wang
 

Hui,
 

Yin
 

Shiyu,
 

Yang
 

Chunzi,
 

Wang
 

Binghua,
 

Hu
 

Kaili
摘要:目的

 

了解湖北省三级甲等医院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现况及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培训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研制的护士

长变革型领导力自评量表,对湖北省18所三级甲等医院的922名护士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自评总得分

为(110.31±10.94)分,其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品德感召(4.82±0.41)分,得分最低的维度为愿景共享(4.18±0.81)分。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最高学历以及是否接受领导力相关知识培训的护士长领导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P<0.01)。结论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自评得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在愿景共享和智能激发方面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护理管理者需要加强对护士长领导知识及技能的系统教育及培训,开展持续的领导力培训计划,以进一步提升护士长变革

型领导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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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型领导是指领导者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

担任务的重要意义,激发下属员工的高层次需要,建
立互相信任的氛围,促使下属为了组织利益而最大限

度地发挥个人潜能,并达到或超过原来期望的结

果[1]。多项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风格会影响患者结

局、护士结局及组织结局,如降低患者病死率、减少医

疗差错、促进护士工作投入与满意度、增强组织效能

等[2-4],因此它被认为是护理管理者首选的领导风格。
护士长作为临床一线护理管理者,不仅需要提供高质

量的护理服务、为患者安全及病区管理工作负责,更
为重要的是通过变革型领导表达愿景、设定具有挑战

性的目标、利用能对护士产生积极影响的特质激励护

士以提升组织效能[5-6]。目前我国护理学者在研究变

革型领导时,多使用国外或社科管理领域的工具对护

士长变革型领导行为进行测评[7-8],较少使用针对性

及文化适用性更强的护理领域内的测评工具。因此,
本研究采用自行研制的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自评量

表,调查湖北省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现状,探索影响

护士长领导力的因素,为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培训提

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对湖北省18所三级甲

等医院的护理部主任致调研函,在征得其同意后,由
护理部主任按照统一的调研要求组织本院护士长参

与问卷调查。纳入标准: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
获得有效样本922人,男18人,女904人;年龄28~

56(39.74±5.51)岁;工作年限6~37年,中位数(
 

第

一、三四分位数
 

)21(14,25)年;担任护士长年限1~
25年,中位数(

 

第一、三四分位数
 

)6(3,10)
 

年。婚姻

状况:已婚866人,未婚23人,离异或丧偶33人;学历:
大专37人,本科790人,硕士95人;科室分布:内科

247人,外科223人,妇产科66人,儿科58人,急诊科

47人,ICU
 

33人,其他248人;护师89人,主管护师

517人,副主任护师以上316人;事业编制630人,人事

代理编制194人,合同制98人;月收入<5
 

000元37
人,5

 

000~元468人,8
 

000~元247人,>10
 

000元

170人;接受过领导力相关知识培训860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由课题组成员以变革型领导理论

为基础,通过对护理部主任、护士长、临床护士进行半

结构式深入访谈,形成初级指标体系,并对不同省市

7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0名护理管理及量表研制专家

进行2轮专家咨询,形成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自评量

表。对湖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220名护士长进行预

测试,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1,各条目与

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67~0.780,共同性系数为

0.208~0.612,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特征根>1
的公因子为4个,累计解释61.092%的变异量,其结

果符合预设理论模型。量表包括品德感召(5条)、愿
景共享(5条)、智能激发(9条)、个性化关怀(6条)4
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未1
分、偶尔2分、有时3分、时常4分、总是5分,总分

25~125分,得分越高表明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水平

越高。
1.2.2 调查方法 采用网络问卷形式,研究者将调

查问卷发布在某网络调查平台并获取链接。在征得

被调查医院护理部主任同意后,由护理部主任将链接

发至医院护士长填写。问卷调查采取匿名方式,秉承

自愿原则。查收问卷时,逐一查看答题记录,剔除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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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呈明显规律或逻辑混乱的异常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8年11月16~26日,共回收问卷996份,剔除无

效问卷74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922份,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92.5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2013建立数据库,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得分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

力自评总分为(110.31±10.94)分,条目均分为(4.41±
0.74)分,各维度及条目得分见表1。

表1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各维度及条目得分(n=922)

条目
均分

(分,x±s)
A品德感召 4.82±0.41
 A1塑造正直、廉洁、诚信、友善的医者形象 4.84±0.39
 A2用包容的胸怀接纳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4.71±0.49
 A3不计个人得失,投入团队工作 4.77±0.50
 A4勇于与护士一起面对困难,迎接挑战 4.90±0.32
 A5主动承担并履行自身职责,富有担当 4.90±0.31
B愿景共享 4.18±0.81
 B1向护士介绍医院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愿景目标 4.14±0.87
 B2和护士谈论鼓舞人心的护理远景与未来目标 4.03±0.89
 B3对实现目标表现出充分的信心与斗志 4.11±0.79
 B4善于分解目标,让护士明确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步骤 4.29±0.72
 B5向护士强调其工作对实现目标的影响和意义 4.30±0.76
C智能激发 4.28±0.75
 C1采取赞美、宣传等多种方式激励护士 4.33±0.72
 C2与护士分享并讨论学科前沿动态 3.98±0.84
 C3鼓励护士更新知识和理念,做到与时俱进 4.38±0.69
 C4带领护士将评判性思维运用在临床工作中 4.11±0.83
 C5指导护士创新方法,以解决临床问题 4.09±0.78
 C6鼓励护士参与科室问题的协商与决策 4.53±0.59
 C7支持并信任护士自主作出临床护理决策 4.34±0.70
 C8提供护士完成授权工作所需要的资源、指导和帮助 4.49±0.66
 C9对护士完成授权项目后的结果进行总结评价 4.33±0.73
D个性化关怀 4.46±0.72
 D1关注并回应护士的职业发展愿望和需求 4.28±0.77
 D2指导护士制定并落实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 4.05±0.87
 D3给予护士学习、交流、培训、获得晋级与评优的机会 4.56±0.63
 D4挖掘护士的潜能长处并发展其核心能力 4.38±0.71
 D5主动维护护士的正当权益,保障职业安全 4.71±0.52
 D6尊重护士的信仰、隐私、意愿和个人爱好 4.76±0.48
均分 4.41±0.74

2.2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

别、年龄、工作年限、学历、月收入以及接受领导力相

关知识培训与否的护士长领导力得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P<0.01),见表2。
3 讨论

3.1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处于较高水平 研究结果

显示,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自评总得分为(110.31±
10.94)分,条目均分为(4.41±0.74)分,护士长变革

型领导力自评得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不排除与

自我服务偏见相关,即个体更倾向于将积极的结果归

因为自我因素,以满足自尊的需求[9]。在领导力评分

的各维度中,品德感召维度得分最高,为(4.82±
0.41)分,与蔡雪[10]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

表2 不同特征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总分

(分,x±s)
t/F P

性别 -2.084 0.037
 男 18 105.00±10.43
 女 904 110.41±10.93
年龄(岁) 6.039 0.000
 25~ 27 106.63±10.57
 31~ 217 107.57±12.20
 36~ 260 110.97±10.53
 41~ 259 111.27±10.58
 46~56 159 112.04±9.69
工作年限(年) 7.315 0.000
 6~ 101 106.89±11.80
 11~ 207 108.05±12.10
 16~ 148 111.50±10.86
 21~ 260 111.29±9.70
 26~37 206 112.17±10.12
最高学历 3.595 0.028
 大专 37 110.38±9.95
 本科 790 109.97±11.11
 硕士 95 113.15±9.50
接受过领导力培训 4.136 0.000
 是 860 110.83±10.46
 否 62 103.09±14.46

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及护士长选拔方式相关。从

古至今,人格与品德的培养都是社会的基石,管理人

员通过优良的品德来领导员工,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并影响下属的工作行为方式。因此在护士长选拔中,
其思想素质是重要考量因素,较多选拔品德高尚、具
有模范表率作用的护士担任护士长。根据得分,愿景

共享维度得分最低,为(4.18±0.81)分,其中“和护士

谈论鼓舞人心的护理远景与未来目标”条目得分较

低,为(4.03±0.89)分,说明护士长在设置愿景调动

护士工作积极性方面还有欠缺。究其深层次原因可

能在于:①护士长并未意识到愿景领导的重要作用,
因其对护理工作质量的影响效果不直接、充满不确定

性且花费较多时间,而本能地忽视了对护士理念、思
维、方法及行为的引导;②因信息传播有局限、把握不

及时等原因,护士长未能接收与愿景领导相关理论知

识的信息,以致在前沿领导理论学习方面有所欠缺;
③更高层级管理者在愿景设置及传达愿景的过程中,
未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方法有待改善。愿景在引领组

织发展和激励员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够有效

地影响员工的认知、心理和行为,提升团队和组织的

绩效。因此,护士长及更高层级管理者均需要更加明

确愿景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相关知识理论

的培训,改善愿景共享途径及方法,明确并分解目标,
以实现愿景良好的驱动效果。智能激发维度得分为

(4.28±0.75)分,其中“与护士分享并讨论学科前沿

动态”条目得分最低,为(3.98±0.84)分,“指导护士

创新方法,以解决临床问题”得分为(4.09±0.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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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①护士长日常工作繁忙,忽视了与护士

就学科发展动态进行交流;②护士长持有保守的心

态,多倾向于完成任务,未意识到把握学科前沿知识

及动态的作用,自主学习动力不强,也未能良好地带

动护士的学习热情和创新意识。护士长在智能激发

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知识共享、评判

性思维、创新方法和授权上。变革型领导鼓励知识共

享,尤其是基于循证的信息传播,以此来指导临床实

践。同时也强调通过授权员工创造健康的工作环境,
促使护士主动参与科室护理事务的推展,进而提升护

士长的领导效能。而评判性思维与创新则是专业学

科发展的前提,也是护士长需要加以培养和提升的重

要内容。
3.2 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的相关因素分析

3.2.1 性别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领导力得

分均值显著高于男性(P<0.05),说明女性护士长比

男 性 护 士 长 表 现 出 了 更 多 的 变 革 型 领 导 风 格。
Rosener[11]认为成功的女性领导者具有变革型领导

风格,她们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增强他人自尊及

激励他人的方式,将个人利益转变为团队利益,
 

从而

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双赢。相较于女性所采取的民主

或参与式领导风格,男性通常倾向于独裁或指示型的

领导风格[12]。在性别差异明显的临床护理工作环境

及多变情景下,如何借鉴双方行为模式,以形成更利

于组织发展的领导力风格,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并探

索的问题。
3.2.2 工作年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

和工作年限的护士长变革型领导力得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1),这与程彦伶等[13]、严利

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护理工作年限的增加,
护士长工作能力得到逐步提升,在临床护理管理工作

中将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技巧,更能够合理、高效

地管理护理人员,领导力水平也逐渐提升。护理工作

年限<11年的护士长领导力得分最低,说明新护士

长在变革型领导方法和技巧上都有所欠缺,因此更需

要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Sullivan等[15]研究表明,
新聘护士长需要进行沟通技能、组织计划、人力资源、
冲突管理等10余项领导力相关知识培训,这提示我

国护理管理者需要重视新护士长领导力的培训,扩展

原有的培训范畴,强化变革型领导相关知识的实践应

用,使其更加良好地适应临床护理管理工作。
3.2.3 学历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学历是护士长变

革型领导力的影响因素之一。随着学历的提升,护士

长领导力自评得分也显著增高,与Scott等[16]研究结

果一致。拥有硕士学历的护士长领导力得分最高。
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学习能力、思维模式

及行为方式,在日常护理管理中则可能表现为,以更

强的探索欲激发学习欲望,通过辩证性的思维探索问

题本质,进而掌握更多管理知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方

法,并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强化。因此,护士长可以

通过继续教育等形式,提升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进而

提升自己的认知层次和领导力水平。
3.2.4 接受领导力相关知识培训 本研究结果显示,
有教育培训经历的护士长领导力得分更高,这与Scott
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开展领导力教育及培训是

提升护士长领导力的有效途径。Duygulu等[17]在土耳

其开展了一项针对30名护士长的变革型领导培训项

目,从领导理论、授权、动机、案例等几方面共进行28
 

h
的学习培训,该培训项目显著提升了护士长的变革型

领导力。未来我国可借鉴国外变革型领导的研究经

验,加强其各构成要素的教育、培训及实践应用,从而

提升我国护士长整体护理领导力水平。
3.3 不足之处 研究主要调查了湖北省18所三级

甲等医院护士长领导力水平,并仅从人口学特征上进

行了初步分析。但本研究纳入的人口学特征不够全

面,对护士长的性格特质、情绪智力等未作测评,未来

的研究应纳入个人特质之外的其他因素,如组织社会

因素等,以便对护士长领导力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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