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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将Kotter变革模式应用于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效果。方法
 

将2015年接受规范化培训的52名新护士列

为常规组,采用常规培训方法;2016年接受规范化培训的58名新护士列为Kotter组,引入Kotter变革模式,修订培训方案。培训

24个月后比较两组新护士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患者满意度及岗位胜任能力。结果
 

Kotter组新护士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患者满

意度、岗位胜任能力显著高于常规组(均P<0.01)。结论
 

将Kotter变革模式应用于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可提高新护士岗

位胜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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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Kotter's
 

organizational
 

change
 

model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new
 

graduate
 

nurses.
 

Methods
 

Fifty-two
 

new
 

graduate
 

nurses
 

in
 

2015
 

were
 

treated
 

as
 

the
 

routine
 

group
 

and
 

received
 

standardized
 

training
 

with
 

routine
 

teaching
 

method,
 

while
 

58
 

new
 

graduate
 

nurses
 

in
 

2016
 

were
 

served
 

as
 

the
 

Kotter
 

group,
 

recei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with
 

alternative
 

teaching
 

method
 

that
 

employed
 

Kotter's
 

organizational
 

change
 

model
 

and
 

revised
 

the
 

training
 

program.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post
 

competence
 

of
 

nurses
 

in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24
 

months
 

of
 

training.
 

Results
 

The
 

above-mentioned
 

paramet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Kotter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P<0.01
 

for
 

all).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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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ter's
 

organizational
 

change
 

model
 

in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new
 

graduate
 

nurses
 

can
 

enhance
 

their
 

post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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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了《新入职护士培

训大纲》,对各级各类护理人员新入职培训给予了明

确的指引。对新护士进行规范化培训,实行多专业、
多学科科室轮转,对临床知识、操作技能的广泛学习

及个人职业道德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为定科以后处

理复合疾病的患者和跨科室的护理专科操作打下基

础[1-2]。Kotter组织变革模式[3-4]是指运用行为科学

和相关管理方法,对组织的权利结构、组织规模、沟通

渠道、角色设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对

组织成员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成员之间的合作精神

等进行有目的的、系统的调整和革新,以适应组织所

处的内外环境、技术特征和组织任务等方面的变化,
提高组织效能。为进一步加强护理队伍的建设,提高

新护士的综合素质,我们自2016年在对新护士进行

规范化培训过程中积极探索实践,引入 Kotter变革

模式,显著提高了新护士在定科前的岗位核心胜任能

力。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5年纳入规范化培训新护士

52人 为 常 规 组,男 1 名,女 51 名;年 龄 20~23
(21.0±0.2)岁;大专50名,本科2名。以2016年纳

入规范化培训新护士58人为 Kotter组,男3名,女
55名;年龄20~24(21.1±0.4)岁;大专55名,本科3
名。两组性别、年龄及学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
1.2 方法

1.2.1 实施方法

1.2.1.1 常规组 护理部严格按照《新入职护士

培训大纲》要求,制定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案及计

划,组织集中岗前培训1个月,内容包括医院制度、
环境、文化、团队介绍及提高新护士专业知识、技能

等而设置的专科护理方面课程。岗前培训结束后进

入临床科室轮转,尽量兼顾内外妇儿、重症医学、急
诊等科室,共轮转8个科室,每个科室轮转3个月,
总轮转时间为24个月。各轮转科室护士长在高年

资、经验丰富的主管护师协助下,以护理部培训方案

为导向制定符合科室特色的培训计划,落实对新护

士入科后的岗前培训、业务学习、操作培训及考核等

工作,带领新护士熟悉、学习、掌握本科室的专业知

识及护理工作。
1.2.1.2 Kotter组 岗前培训时间、轮转时间及方

式同常规组,在培训过程中引入 Kotter变革模式修

订规范化培训方案,按照 Kotter组织变革模式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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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步骤实施变革。①建立紧迫感。从政策背景出发,
通过动员大会、网络平台、简报等形式,大力宣传推广

Kotter变革模式理念,加强医院各级护理培训组织及

个人对新护士岗位胜任能力提升问题急迫性的认知,
达到迅速而有效的变革。从带教老师的角度出发,增
强带教老师知识更新的紧迫感,要求带教老师广泛阅

读专业书籍和查阅文献,提高专业知识结构,及时充

实、更新带教内容,制定以目标为导向的阶段性教学

计划[5]。从新护士个人的角度出发,在岗前培训过程

中,增加体现护士深层次特质包括从业动机、价值观、
思维方式、工作理念等方面的课程,由分管院长、护理

部主任及工作20年以上的科护士长结合当前时代背

景及各自职业生涯道路进行分享,共计24学时,使新

护士形成紧迫感、危机感,真正认识到提升岗位胜任

能力与定科及以后的事业发展密切相关[6]。②成立

Kotter变革小组。由护理部主任、科护士长、护士长、
总带教老师组成Kotter变革模式培训领导小组。护

理部主任负责组织学习变革理念及沟通愿景,转变组

织成员的观念、态度及行为,修订培训方案,部署成员

分工,强化团队协作。科护士长协助护理部对科室教

学及培训情况进行评价,评选优秀,创造短期成效,调
动成员积极性。科室护士长和总带教老师负责培训

工作的具体实施及收集培训过程中的不足和建议,针
对存在的问题对教学内容进行有目的的、系统的调整

和革新。③设计变革培训方案的愿景与战略。变革

愿景:基于Kotter变革模式构建新的培训方案,提升

新护士的岗位胜任能力,优化临床护士岗位配置,满
足临床需求。战略方式:重视护理人才建设,强化人

力资源开发。④沟通愿景,认同变革。变革领导小组

在正式开展规范化培训前召开愿景会议,明确变革愿

景,强调在岗前培训过程中重视输入建立紧迫感的理

念,使“管”、“教”、“学”三方面相关人员达成共识。⑤
实施行动。规范化培训过程中,严格按照融入变革模

式的规范化培训方案落实科室轮转、培训及考核评价

工作。通过护理教学岗位竞聘对临床带教老师进行

资格认定,每个科室评选1~2名在知识、技能和观念

方面均突出,有较好的沟通技巧和授课能力的护师及

以上人员作为总带教老师,进行授课、演练、情景演示

等教学方法的培训并授予资质。总带教老师组织科

室每月开展业务学习、护理查房、病例讨论等培训各

1次,并对教学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每月重点考核新

护士专科理论知识及操作,出科前进行综合考核,每
季度对带教老师教学工作、带教能力、专业水平进行

评价。新护士在科室每轮转完3个月后,变革领导小

组召开1次评教评学总结会,全体新护士及带教老师

参加,总结轮转过程中的不足和建议,反馈质控中存

在的问题,运用管理工具持续改进。将每次轮转出科

的理论和操作成绩,科室对护士的评价及回访患者满

意度作为规范化培训结束后定科的重要依据,定科时

护士与科室之间实行双向选择。⑥取得短期成效,以
稳固信心。引入Kotter变革模式在短时间内成效并

不明显,将给科室带教老师、新护士造成一定的心理

压力,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怀疑最后的效果,变革领导

小组需要适时创造短期成效。在每一轮轮转结束后,
分别由新护士及带教老师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及优

秀轮转护士各5名,进行公示及表扬,调动双方积极

性,并在年终统一评选年度“带教之星”及“未来之星”
各10名,起到示范引领作用[7]。⑦拒绝松懈,推动计

划进一步向前。定期进行护理教学质量考核及评价,
及时、动态了解科室计划进程、各阶段目标和措施落

实情况、新护士专业知识及技能水平,提升带教老师

的带教能力及责任心,激发新护士学习的热情及主动

性,保证培训的顺利实施。同时要求新护士书写周记

和月总结,记录学习、工作中的感受、成就及成长过

程,在思考中巩固知识技能的同时,认识到自身的职

业价值和角色定位。⑧固化成果。将变革后的培训

方案作为一种新的教学规范固定下来,重视多方位的

效果评价,根据效果评价推进新变革模式下规范化培

训方案的完善与实施,形成标准化流程。
1.2.2 评价方法 新护士规范化培训24个月后,比
较两组护士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岗位胜任能

力及患者对护士的满意度。①理论知识考核。考核

内容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专科知识等,满分为100
分。②临床操作能力考核。考核内容为心肺复苏、胃
肠减压、静脉输液等12项临床常见操作项目,抽查2
项,每项满分为100分,取2项操作考核平均得分。
③患者满意度。随机抽取50名新护士在轮转期间作

为责任护士分管过的患者进行满意度回访,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健康宣教、操作水平、服务态度、沟通技巧、
回访情况5个方面,满分100分,取50例患者回访结

果平均得分。④岗位胜任能力评价。在参考有关文

献[8-9]的基础上,从专科疾病的护理等6个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每项100分,取8个轮转科室评价的平均

得分。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两组新护士理论知识、临床操作技能及患者满

意度评分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新护士理论知识、临床操作技能及

患者满意度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临床操作技能 患者满意度

常规组 52 83.3±5.6 83.5±6.1 88.9±3.8
Kotter组 58 86.7±3.8 87.2±4.7 92.6±2.3

t 3.759 3.583 6.249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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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新护士岗位胜任能力评价结果比较 见表 2。
表2 两组新护士岗位胜任能力评价结果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专科疾病护理 病情观察 患者安全管理 危重症患者抢救配合 突发事件处理 护患关系处理

常规组 52 82.7±5.3 84.1±4.6 87.2±5.8 84.7±4.2 81.9±3.8 87.3±4.2
Kotter组 58 85.5±3.4 87.4±3.2 90.8±4.1 86.9±2.7 85.3±2.2 90.1±2.9

t 3.332 4.307 4.020 3.032 5.815 4.444
P 0.001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3 讨论

随着现代医疗的不断发展和患者的期望值不断升

高,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显得尤为重要[10]。新护

士是临床的生力军,高效快捷地提升新护士的综合素质

及岗位胜任能力,使其尽快适应患者对护理多角色的需

求,对于提高护理质量,保证医疗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常规组的培训方案注重知识及技能的提高,强调医学多

学科疾病护理,教学目标侧重于具体操作或者某项疾病

护理措施的落实。新护士对规范化培训在职业生涯规

划过程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认为参加规范化培训的

主要动机是工作需要和就业需求,学习缺乏积极性,主
动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培训新护士的工作任

务多为自愿或者被动安排进行,未纳入护理绩效考核奖

惩机制,没有充分调动教学积极性。通过引入Kotter
变革模式的护士规范化培训体系,成立规范化培训变革

领导小组,制定标准化的培训方案及流程,构建科学的、
系统的新护士岗位胜任能力评价机制,提升了新护士的

综合能力,成效明显。
3.1 提高了新护士的岗位胜任能力 建立分工明

确、团结协作的新护士规范化培训变革领导小组,持
续跟进培训的全过程、全周期,将Kotter变革模式应

用于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案的制定、执行和考核、反
馈中,通过建立统一的愿景,召开愿景会议,达成共

识,让带教老师和新护士更加明确各科室应教导和学

习的重点内容,充分调动了带教老师及新护士的主动

性。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新护士的理论知识水平、临
床操作能力、沟通能力及岗位胜任能力,促使新护士

从一开始就严格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另

一方面,也给轮转科室及带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施加了一定压力,促使科室和带教老师更尽心尽

责地去教学,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3.2 提高了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案的可执行性 将

Kotter变革模式应用于新护士规范化培训,建立了目

标同质化的愿景,形成了利于目标达成的紧迫感,小
组成员各司其责,认真落实科室轮转、培训及考核评

价等各项工作。采用教学岗位竞聘、定期教学能力考

核、教学质量质控评价等手段,评定优秀师资和优秀

学员,形成榜样力量以创造短期成效,增加了带教老

师和新护士学习的信心和积极性。实施过程中,为保

证护理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引入教学工作任务落实

的绩效考核奖惩机制,避免了带教老师及新护士的懈

怠情绪,保障了各个环节的有效落实。
3.3 有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医患沟通是构建

医患和谐关系的关键。本研究表明,Kotter变革模式

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新护士的满意度,促进医患

关系的和谐发展。在新护士岗前培训、入科教育和临

床带教过程中贯彻医患关系的重要性,促使护士在护

理过程中,注重人文素养和多角色需求,深入了解患

者的心理状况、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生活方面的

需求[11],运用温和的语言、真诚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沟

通、交流,赢得患者的配合及家属的信任与支持,拉近

了与患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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