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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enner理论专科护士等级测评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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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规范专科护士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促进专科护理发展。方法
 

基于Benner理论开发专科护士等级评测管理系统,包括

信息档案管理、专科护士选拔培养、继续教育、考核晋级管理4个模块,对全院专科护士和专科护理小组进行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结果

 

完成了全院82名专科护士和14个专科护理小组的信息登记、培训、考评及晋升管理;审核人均耗时较使用系统前显著缩短

(P<0.05),系统可用性问卷调查得分(4.18±0.49)~(4.39±0.52)分。结论
 

专科护士等级评测管理系统的应用,规范了专科护

士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并获得应用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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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护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专科护理逐渐成

为护理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专科护士在临床护理

实践、护理教学、护理科研、促进护理学科发展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1-2]。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服务深度

融合,推动护理服务模式创新,提高护理服务效率[3]。
为进一步优化专科护士管理流程,促进专科护士的职

业发展,我院于2021年6月基于Benner理论,与南

京典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专科护士等级

测评管理系统”(下称专科护士管理系统),于2022年

1月开始在全院使用,对82名专科护士进行管理,构
建并完善专科护士管理流程,建立了专科等级评价体

系,效果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为

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开放床位880张,护士553
人,其中专科护士82人。专科护士中,男1人,女81
人;年龄25~47(34.37±5.12)岁;学历为本科80人,
硕士2人;职称为护师33人,主管护师38人,副主任

护师11人;工作年限6~28(13.35±2.73)年;护士长

23人。全院共有14个专科护理小组,各有组长1人

(均由护士长担任)。我院于2016年起采用《专科护

士岗位年度绩效考核评价表》对专科护士进行评价考

核,考核结果与能级晋升、职称晋升、绩效发放挂钩,3
年考核不合格不再认证为专科护士。
1.2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构建

1.2.1 成立研究团队 研究团队包括护理部分管专

科护士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的副主任1人,护理部专职

人员2人,信息管理中心工作人员1人,软件公司工

程师2人。护理部副主任负责专科护士管理系统构

建的规划、协调、构建、监督和控制;护理部专职人员

负责拟订系统的设计方案,编写发布内容,收集、整理

数据;信息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负责提供系统的技术支

持及全面管理;软件公司工程师负责系统的开发、测
试与维护。各临床专科护理组长担任系统管理联络

员,负责系统运行及反馈等工作。
1.2.2 理论依据与专科护士层级设置 以Benner理

论为依据构建专科护士等级评测系统。Benner理论由

Benner[4]教授于1982年提出,核心是临床护士“从新手

到专家(from
 

Novice
 

to
 

Expert)”成长模式。专科护士

需要同时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在工作经历和经

验的累积中,实践性知识不断丰富,促进护理能力逐渐

发展和完善。同时参照相关文献[5]以专科护士(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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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ist
 

Nurses)英文名词的首字母“S”代指专科护士,将
专科护士分为5个层级:S0级为技术能手,S1级为初

级专科护士,S2级为中级专科护士,S3级为高级专科

护士,S4级为护理专家。从专科护理人才的选拔、培养

以及任用、继续教育、晋级管理、考核评价等方面形成

完整、全面的专科护士晋级阶梯。
1.2.3 专科护士层级考核晋级标准

1.2.3.1 专科护士岗位年度绩效考核 《专科护士

岗位年度绩效考核评价表》包括5个一级指标(临床

实践、教育咨询、护理管理、专业发展、职业素养)、11
个二级指标及26个三级指标。总分为0~100分,≥
90分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70~79分为合格,≤
69分为不合格。条目具体、可测量,用于本院专科护

士年度绩效考核。
1.2.3.2 专科护士晋级标准 从专科护士资格证

书、相关专科工作时间、学历、岗位考核结果和晋级考

核5个方面制定各层级专科护士的具体晋级要求,见
表1。

表1 专
 

科
 

护
 

士
 

晋
 

级
 

标
 

准

等级 专科护士晋级标准

S0级 取得专科护士培训合格证书

S1级 ①本科及以上学历;②护师及以上职称;③S0级专科护士,连续2年考评合格

S2级 ①本科及以上学历;②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③S1级专科护士,连续5年考评合格,其中至少有2次良好或1次优秀

S3级 ①本科及以上学历;②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称;③S2级专科护士,连续5年考评合格,其中至少有3次良好或2次优秀

S4级 ①硕士及以上学历;②副主任护师及以上职称;③S3级专科护士,连续5年考评合格,其中至少有3次良好或2次优秀

1.2.3.3 专科护士岗位绩效 专科护士的绩效系数

随着层级的晋升而提高,S1为1.1,S2为1.2,S3为

1.3、S4为1.4,专科护士绩效奖金=医院护士全年的

平均基数×专科护士层级系数。对上一年度考核不

合格者不予发放专科护士绩效,连续2年考核不合格

予以降级,连续3年不合格取消专科护士资格。形成

动态绩效考核机制,以充分反映专科护士岗位的劳动

价值和专业价值,调动其工作积极性[6]。
1.2.4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的开发环境 本系统采用

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B/S)
 

架构体系,基
于PHP编程语言和 mysql数据库开发而成,使用模

型-视图-控制器(Model-View-Controller,简称 MVC)
架构,应用ajax异步传输技术,具备修改便捷的界面

风格及良好的人机交互体验。软件部署于第三方云

服务器,采用2核以上4G配置的硬件环境即可运行,
部署linux操作系统,apche环境配置。
1.2.5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模块及功能设计 本系统

设置信息档案管理、专科护士选拔培养、继续教育、考
核晋级管理4个模块。每个模块下属相应管理内容,
用户设置为3类:护理部管理员、专科护理组长和专

科护士。本系统支持目前市场上主流浏览器,可在计

算机、iPad、手机等设备上访问系统。专科护士管理系

统功能模式图,见图1。
1.3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的应用 系统包括信息档案

管理、专科护士选拔培养、继续教育、考核晋级管理4
个应用模块。①信息档案管理。专科护士个人端填

写姓名、学历、科室、能级、职称、职务、专科、专科级

别、入学时间、取得专科证书时间,专科组长审核。管

理员导入自2016年的年度考核评价得分完成审核或

驳回,系统内82名专科护士个人资料填写,信息完

整,生成专科护士信息表。②专科护士选拔培养。根

据本院专科护士人才培养计划,结合各级别专科护士

招生计划,发布院内选拔通知及各专科拟计划培训人

员数量。符合条件的护理人员提交申请,专科护理组

长进行考核、资料审核,院内选拔汇报,护理部综合评

定,公示拟培养专科护士计划名单。录取后激活就读

管理,以《专科护士学习指引》为依据[7],明确阶段目

标,完成各项培训考核。学习过程中通过系统及时上

传学习指引完成内容,专科组长实时追踪学习进度,
做到有效过程性管理。③继续教育管理。各专科组

发布专科动态,使专科护士了解前沿资讯,学术会议

等,提升专科护士 信 息 持 续 获 取 的 及 时 性 与 便 捷

性[8]。建立培训学习库,实施多终端管理,实现护培

训、考核多样化,提高系统使用满意度[9]。系统平台

展示专科创新成果、特色服务技术、适宜技术推广项

目、科普宣教等。④考核评价管理。专科护士登录系

统,完成年度测评,附件资料上传,专科组长完成审

核,护理部管理员完成最终评价,形成并发布年度专

科护士岗位绩效评价分析报告。专科护士根据专科

护士晋级标准提出晋级申请,专科组长、护理部完成

审核晋级。系统生成专科护士年度评价表,对每条考

核细则进行汇总分析。
1.4 评价方法

1.4.1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应用情况 统计专科护士

管理系统应用后(2022年1~12月)专科护士的应用

情况:①专科护士的选拔、资料审核、评级时间;②专

科护理资讯、专科护理活动、专科护士取得的成果等;
③专科护士年度绩效考核、评级结果。
1.4.2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可用性评价 采用系统

可用 性 问 卷(Post-Study
 

System
 

Usability
 

Question-
naire,PSSUQ)[10-11]。该问卷包括有用性、信息质量、
界面质量3个维度和1个总体评价条目,共20个条

目,各条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
5分,得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问卷总体 Cron-
bach's

 

α为0.94,各 维 度 Cronbach's
 

α为0.83~
0.91。于2022年6月分别向专科护士及专科组长

界面发出问卷,分别收回问卷82份和14份,有效问

卷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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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专科护士等级评测系统模块

1.5 统计学方法 对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后录入Ex-
cel,采用SPSS20.0软件行描述性分析和非参数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应用情况 自2022年1~12
月应用以来,82名专科护士(包括14名专科护理组

长)使用了专科护士管理系统。收集82名专科护士

基本资料,其中10名通过本系统完成专科护士报名

选拔,发布专科护理资讯18条、发布科普宣教视频27
条、专科护理技术23项。
2.2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使用前后专科护士考评耗时比

较 使用前(2021年)考评82名专科护士人均耗时7.9
(7.4,

 

8.6)
 

min,使用后(2022年)人均耗时3.4(3.2,3.7)
 

min,使用前后比较,Z=11.069,P<0.001。
2.3 专科护士年度绩效考核与晋级结果 绩效考

核:2022年参加考核82人,合格77人,合格率为

93.90%。其中优秀(≥90分)5人(6.10%),良好

(80~89分)17人(20.73%),合格(70~79分)55人
(67.07%)。晋级情况:依据专科护士晋级标准,参照

7年的考核成绩(2016~2022年),对82名专科护士

进行晋级评价。结果,S0级39人,S1级23人,S2级

12人,S3级3人;1人连续2年考核不合格,由S1降

至S0级,4人连续3年考核不合格,取消专科护士认

证。
2.4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可用性评价得分 专科护士

与专科护理组长对3个维度和总体评价均>4分,提
示本系统可用性好。具体得分见表2。

表2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可用性评价得分

分,x±s
界面 人数 有用性 信息质量 界面质量 总体评价

专科护士  82 4.23±0.484.18±0.494.26±0.544.24±0.58
专科护理组长 14 4.28±0.424.21±0.464.39±0.524.35±0.62

3 讨论

3.1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应用效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

Benner理论将专科护士进行分层级管理,应用专科护

士管理系统进行选拔、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晋级管

理,健全了专科护士信息化岗位管理模式。专科护士

管理系统记录了专科护士技术档案,对历年考核进行

记录分析,专科护士根据系统设定的专科护士培养、
使用方案及晋级标准,针对自身薄弱环节进行针对性

的学习,进一步培养专科护士综合能力[12]。系统及时

发布信息,能及时查阅专科护士报考计划、专科前沿

资讯,发布更新专科护理成果。专科护士通过登录系

统进行考核评测,系统自动对已填写指标条目存档,
避免反复填写、上传。专科护理组长通过后台直接导

出各项考核指标的数据分析,佐证材料,减少了在审

核资料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便于编辑存档[13]。
专科护理组长通过后台审阅专科护士评测情况,加以

督促,实现数据实时统计分析,便于专科护理小组管

理。专科护士考核、晋级评价等指标信息,由系统自

动生成并存档,实现了数据的自动化、精准化采集和

分析,提供报表进行多维数据统计,对关键活动信息

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掘专科发展优势,判断未来发

展趋势。对82名专科护士完成年度绩效考核,从结

果来看,专科护士在专业发展的维度得分较低,护理

科研课题,专利专著、发表论文,学术会议发言、继续

教育项目授课和专科学术竞赛等方面有待提高。
3.2 专科护士管理系统尚需优化 本系统在运行过

程中一直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但仍有欠缺,需进一步

优化。如专科护士管理系统未与本院护理管理、护理

教学系统、HIS等系统进行全面对接,信息更改、附件

上传时需在3个系统重复操作。本系统还需进一步

完善图表分析功能,设置排行榜、呈现可视化评价,以
促进专科之间、专科护士之间的良性竞争。管理端需

设置提醒功能,小组内专科护士提交材料后能够提醒

组长及时审阅。本系统的应用场景较为有限,我院作

为专科护士培训基地可以对基地学员进行管理,但仅

限于本院使用,可拓展至外院或省市专科护士的管理

中。
4 小结

本研究基于Benner理论设计了专科护士管理系

统,并实际应用,实现了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管

理;健全了专科护士信息化岗位管理机制,规范专科

护士等级评测管理路径,提高专科护士针对性的工作

效能和投入水平。本系统的应用尚处于初步阶段,专
科护士岗位管理的长期效果还未体现,后期将继续跟

进本系统长期应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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