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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授权型领导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临床护理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授权型领

导量表及护士创新行为量表对南昌市3所三甲医院工作的1
 

031名临床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临床护士感知的护士长授权型

领导总分为(44.84±10.50)分,创新行为总分为(34.72±7.63)分,授权型领导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呈正相关(r=0.498,P<
0.01)。结论

 

授权型领导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处于中等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护理管理者可发挥授权型领导风格的积极作

用,促进护士创新行为产生,从而提升组织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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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在兴起,创新驱动被认为

是护理事业发展的源泉所在[1]。临床护士作为护理

创新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行为是指护士寻找

和发现新方法、技术或工作方式后,引用并运用于护

理工作的行为过程[2]。因处于护理患者第一线,临床

护士直接面对健康问题而触发的创新想法和行为,对
促进患者疾病康复和推动护理服务模式变革至关重

要[3-4]。有研究指出,护士创新行为不仅需要个体具

备一定的知识、能力和动机,同时也受到护理管理层

领导风格的重大影响[5]。授权型领导是指通过上级

领导授权而影响下属的心理与行为,有善于分权与鼓

励下属自我管理的特征,相较于其他领导方式,在管

理风格上会赋予下属更多的参与权及自主权[6]。多

项研究表明,授权型领导与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存在

相关关系[7-8],但针对临床护士这一群体其相关关系

的研究尚未检索到。因此,本研究以临床护士为调查

对象,探讨护士长授权型领导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的

相关性,为改进护理管理模式和促进护理创新团队队

伍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20年10~12月江西省南昌市3
所三甲医院临床科室工作的护士为调查对象。纳入

标准:①在职,注册护士;②临床工作时间≥1年;③
与现任护士长共事时间≥1年;④知情同意,自愿参

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护士长及以上管理者;②规

范化培训护士,外院进修护士,护理实习生;③因病

假、事假或外出学习、进修等不在岗人员。共获得有

效资料者1
 

031名,男140名,女891名;年龄20~55
(29.80±6.78)岁;其中≤30岁642名,31~40岁328
名,41~50岁53名,51~55岁8名。学历:大专291

名,本科715名,硕士及以上25名。职称:护士329
名,护师381名,主管护师283名,副主任护师及以上

38名。工作年限1~20(8.87±5.42)年;其中1~5
年467名,6~10年304名,11~15年146名,15~20
年114名。所在科室:内科209名,外科171名,妇产

科67名,儿科103名,重症监护室134名,急诊科93
名,其他科室254名。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在

文献调研基础上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
称、所在科室、工作年限。②授权型领导量表:采用

Ahearne等[9]研制、易健等[10]修订汉化的他评式量

表,包括强化工作意义、增加决策参与度、信任下属和

权力委任4个维度,每个维度3个条目,共计12个条

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方法,从1分(非常不符合)
至5分(非常符合),量表总分12~60分,得分越高,
表明临床护士感知的护士长授权程度越高。该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 数 为0.912,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0.968,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906~0.954。③创新行为量表:采用包玲

等[11]研制的护士创新行为量表,包括产生想法、取得

支持和实现想法3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取Likert
 

5
级评分,即从1分(从不)至5分(很频繁),总分10~
50分,总 分 越 高,创 新 行 为 表 现 越 突 出。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6,各维度为0.798~0.912。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4,各维

度为0.877~0.966。
1.2.2 资料收集方法 利用问卷星平台开展调查。
问卷由研究者录入问卷星后,向各医院护理部领导

说明研究内容并在其支持下展开,由护理科研负责

人转发至工作群,逐层下达通知,符合纳入标准的研

究对象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如实填写问卷。问卷设

置统一指导语说明研究目的、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
并承诺研究的保密性,以不记名的方式自行填写。
为保障电子调查问卷回收质量,研究者将问卷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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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必答题”,并根据每页题量设置问卷最短回答

时间为5
 

min,同时每个IP地址只能填写1次问卷。
本研究共回收问卷1

 

047份,剔除问卷填写时长过短

的无效问卷后,确定有效问卷为1
 

031份,有效回收

率为98.4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学分析,行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临床护士感知授权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得分 见

表1。
表1 临床护士感知授权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得分(n=1031)

项目 得分范围
总分

(x±s)
条目均分

(x±s)
授权式领导总分 12~60 44.84±10.50 3.74±0.87
 强化工作意义 3~15 11.52±2.93 3.84±0.98
 增加决策参与度 3~15 10.77±3.01 3.59±1.00
 信任下属 3~15 11.46±2.72 3.82±0.91
 权力委任 3~15 11.08±2.73 3.70±0.91
创新行为总分 10~50 34.72±7.63 3.47±0.76
 产生想法 3~15 11.25±2.25 3.75±0.75
 取得支持 4~20 13.36±3.23 3.33±0.81
 实现想法 3~15 10.11±2.77 3.37±0.92

2.2 临床护士授权型领导与创新行为的相关性 见

表2。
表2 临床护士授权型领导与创新行为的相关性(n=1031)

r

项目
授权型领导

总分

强化工作

意义

增加决策

参与度

信任

下属

权力

委任

创新行为总分 0.498 0.394 0.452 0.494 0.499
产生想法 0.469 0.371 0.420 0.490 0.450
取得支持 0.444 0.344 0.406 0.437 0.452
实现想法 0.473 0.382 0.430 0.453 0.482

  注:均P<0.01。

3 讨论

3.1 临床护士感知的授权型领导处于中等水平 本

研究结果显示,1
 

031名临床护士感知的授权型领导

总分为(44.84±10.50)分,条目均分为(3.74±0.87)
分,与条目赋分中间值3分相比较,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这说明尽管赋予临床护士权力对提高护理服务

质量和促进患者安全文化有着重要影响[12],但该领

导方式在护理队伍仍有提升空间。得分最高的维度

为强化工作意义,分析原因可能为,护理是高度权责

统一的职业,面对患者不断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护
理管理者发挥着引领作用,指导下属充分认知工作内

容及组织目标,予其以工作、心理支持,减少临床护士

职业倦怠、离职倾向发生风险,提高下属工作积极性

和职业获益感,稳定护理队伍。这提示护理管理者要

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对于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在提

升下属职业责任意识的同时,也要为其提供精神动力

和思想保障。而各维度中增强决策参与度得分较低,

可能的原因为,临床护理工作内容既有共性又有个

性,各科室发展目标存在差异,部分管理者采取的仍

为家长型或权威型领导方式,影响着临床护士感知的

决策参与度。这提示着护理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应

根据决策事项的特性进行民主讨论[13],引导下属参

与决策,并使其意识到意见提出的重要作用,积极营

造组织建言献策氛围,提升组织工作绩效。
3.2 临床护士创新行为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

显示,临床护士创新行为总分为(34.72±7.63)分,条
目均分为(3.47±0.76)分,与条目赋分中间值3分相

比较,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包玲等[14]、周丽芳

等[15]研究结果,考虑与各研究的研究对象异质性有

关。本研究中,得分最高的维度为产生想法,得分最

低为取得支持。分析原因可能为,护士能够在工作中

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但因科研素养较

低[16]、组织团结度较弱[17]而影响着科研计划制订、循
证实践与成果转化。此外,创新涉及工作方式的改

变,是复杂和难以界定结局的过程,失败的风险更多

的需要组织管理者去承担,且个体间学习和科研能力

存在差异,对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提示管理者一方面要充分评估下属的个人能

力而实现差异化管理,适时为有创新想法的护士提供

交流学习机会,积极给予支持和科研引导,培养综合

能力;另一方面,管理者也要提升自身领导与组织能

力,引航队伍建设,提升护理团队的核心软实力。同

时,管理者可牵头成立科研小组,建立互助和信任关

系,提升组织团结度,促进知识共享[18],营造灵活开

放的科研氛围,激发创新行为。
3.3 临床护士授权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呈正相关 本

研究中临床护士授权型领导总分与创新行为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均P<0.01);授权型领导各维

度得分与创新行为总分呈正相关(均P<0.01),提示

授权型领导对临床护士的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临床护士感知上级授权程度越高,其创新行为水

平越高。其中,授权型领导各维度中权力委任对创新

行为影响最大,随后是信任下属和增强决策参与度,
最低为强化工作意义。分析可能的原因为,在当前医

疗体制不断改革,患者健康需求日益攀升影响下,人
们对护理队伍专业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应对高

度动态变化的环境,推动临床护士创新行为产生已是

护理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共识[19]。授权型领导风格管

理者通过权力委任,积极影响下属的授权感知,而被

授权的下属本着“互惠原则”,不愿辜负上级信任,努
力发挥创造力和工作热情去解决更高层次的护理问

题,推动医疗护理服务不断前进。这提示在管理实践

中,领导者更需要采用授权型领导,使临床护士能够

感受到自身工作意义与价值,创新护理服务模式以提

升工作效率,实现共同理想。一方面,管理者可以通

过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调整绩效考核方案,有利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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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公开和透明的资源分配过程,政策适当偏向创

新意识强和循证实践行为佳者,激发护士创新内在动

力。另一方面,管理者授权后需要让下属感受到信任

与重视,增强下属的责任感与归属感,提高工作信心

与职业获益感。此外,授权是一把“双刃剑”,因需要

承担更多的职责可能会加重下属的工作压力[20]。陈

婷等[21]研究也指出护士职业压力水平与创新行为呈

负相关,持续高强度、高责任、高要求的临床护理工作

导致其职业倦怠增加、组织工作效率低下,提示护理

管理者要密切关注下属的身心健康,工作上借助信息

化技术降低护士工作负荷[22],心理上给予如正念疗

法[23]进行干预,为护理创新队伍良好建设提供支撑。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护士感受到的授权型领导

水平与其创新行为均处于中等水平;授权型领导与临

床护士创新行为呈正相关,授权型领导对创新行为有

正向预测作用。在护理管理者授权的情境下,护士创

新行为有所增加,但仍需进一步干预护士的信任感

知。建议管理者向下属积极传递更多的重视和信心,
充分激发护士发挥才能,进而提升组织创新绩效。相

关后续研究建议对授权型领导的授权程度展开深入

探讨,以降低对不同层级护士的授权障碍,促进护理

人才队伍的可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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