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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有效提升护理品质 
白桂花 

(中部战区空军医院护理部  山西大同  037006) 

摘要：目的：在护理服务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有效提升护理服务品质，最终达到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的目的。方法：通过分析“工匠精

神”的内涵，梳理出“工匠精神”对护理服务的重要意义。结果与结论：就如何在提升护理服务品质中更好地弘扬“工匠精神”，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措施，把“工匠精神”与护理服务有效融合、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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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作为一个重要的职业，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作为救死扶伤、

服务患者的白衣天使,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患者，服务过程中不仅要时

刻以患者为本，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更要提供高质量的护理

服务。目前医院提倡优质护理服务，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用严谨细

致的态度与精益求精的护理为患者服务，就是为了保证患者安心治

疗。笔者将尝试在护理服务中融入“工匠精神”的培养，利用护理

学习和实践过程，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服务质量。 

1“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精益、敬业、专注和创新的精神，从狭义来讲

是指工匠们在加工过程中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理念；从广义来讲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

值取向和行为表现，是一种普遍而崇高的职业精神[1]。 

1.1“工匠精神”的狭义内涵 

精雕细琢。真正的工匠在专业领域上绝对不会停止追求进步，

而是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争取打造出本领域本行业最完美最优质

的卓越产品。 

精益求精。在保证产品的质量的基础上，不断追求细节，不断

追求完美和极致，反复改进，不断完善 

追求卓越。专心致志地做好每一件产品，单纯的把一件产品做

到极致，不断追求更高的标准和更精湛的技艺，追求卓越并持久地

追求卓越。 

1.2“工匠精神”在护理服务方面的内涵 

“工匠精神”在护理服务方面的内涵主要是“精”与“敬”。

“精”是指护理人员在技术层面上要注重细节、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这样才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安全感[2]；“敬”是指护理人员在

服务层面上要态度严谨、细心认真、尽心敬业，从内心对护理职业

的高度认同和热爱，这样才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归属感。 

2“工匠精神”对护理服务的重要意义 

“工匠精神”是一种非常崇高的职业精神，从护理服务这个层

面来说，是指在护理工作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职

业素养，以及不断进取的实践精神，对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护理品

质有实质性的帮助。这种“工匠精神”是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必须具

备的，因为护理工作要求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娴熟的操作技能和严

谨的工作态度。在日常工作中，护理人员拥有了“工匠精神”，就

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标准，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护理服务[3]。 

2.1“工匠精神”可以强化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 

当今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观念也在不断

发生着变化，对每个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冲击，护理人员同样也不

例外。但护理工作是患者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护

理人员，必须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弘扬“工匠精神”可以

帮助护理人员不断强化职业道德，可以督促护理人员时刻保持敬业

精神，可以强化护理人员牢固树立以患者为本的服务理念。 

2.2“工匠精神”可以提高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 

护理工作的关键在于护理操作，操作技能的熟练和提高，需要

护理人员不断地训练和实践。在护理工作中弘扬“工匠精神”，可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提供高

质量的护理服务[4]。作为新时代的护理人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真正做到能够为患者

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2.3 “工匠精神”可以增强医护间的配合协作 

护理工作一般无法单独开展，而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配合

医生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患者更关心的是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

为了满足患者的这种需求变化，就要求护理人员在护理服务精益求

精的基础上，一定要与其他医务人员密切合作，协同完成病患的治

疗工作。医护合作是护理工作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必须充分发扬“工

匠精神”，精细磨合与其他医务人员协作互助，真正提升医护配合

的熟练度和科学性[5]。 

2.4“工匠精神”可以提升护理工作服务品质 

近些年，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我们不能

够有效提升服务品质，护患矛盾迟早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因此，

在护理工作中弘扬“工匠精神”势在必行。“工匠精神”可以帮助

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保持严谨慎重的态度，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坚守护理职业操守及道德规范，保证工作

质量和患者的权益[6]。同时，要求护理人员坚持安全底线，严格专

业精神，遵守职业操守，保证护理工作的严谨性和专业性，为患者

提供高品质的护理服务。 

2.5“工匠精神”可以促进护理服务健康发展 

护理人员具备了工匠精神，就会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对待护理工

作，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和工作标准，从而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提

升护理质量。也只有将工匠精神贯穿于护理工作的各个阶段，在长

期工作中培养出一批技术更强、素质更高的“能工巧匠”护理人员，

才能真正提高医院整体的护理服务质量[7]。因此，护理人员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职业道德观，活学活用“工匠精神”，提升护理

服务水平，促进护理服务健康稳定发展。 

3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护理服务的对策措施 

众所周知，护理工作具有其独特性，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

更要有熟练的操作能力；不仅需要自身专业能力素质强，更需要与

其他同事无缝配合；不仅需要确保安全，更需要提升服务。大多数

医院的临床护士都是轮班制，为了能够让患者在多个护士之间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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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衔接的高质量服务，这就需要在护理工作中大力弘扬“工匠”

精神[8]。 

3.1 加强护理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前

提 

护理学校要在学校的教师队伍大力开展“工匠精神”培训，使

“工匠精神”进入到每一位教师的内心深处，牢牢印到每一位教师

的脑海里。要使教师对“工匠精神”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提

高教师团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职业道德操守，培养教师自身的“工

匠精神”。在此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

为学生做好传帮带，通过一点一滴地教学和教育，将“认真、细心、

严谨、敬业、创新、专注、精益、极致”等“工匠精神”传导给学

生，引导学生深入领会“工匠精神”的内涵和好处，从而逐步培养

学生的“工匠精神”[9]。 同时，护理学校要加强与一线医院的合作，

有条件的情况下合理规划教师的实践课程，让教师深入一线医院进

行顶岗实践，让教师到一线医院去真正了解、全面认识医院医护人

员的精益、敬业、专注和创新的品质，让教师学习医院医护人员的

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教师们对“工匠精神”

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才能灵活地将“工匠精神”融入教学活动中，

才能真正提高教学水平[10]。 

3.2 提高护理人员专业技术学习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基

础 

全体护理人员的各种行为，才能最终培养和形成护理“工匠精

神”，合格的质量需要有合格的护士作为保障，而护理“工匠精神”

的建设直接受护士能力的高低的影响。要建立护士学习制度，使每

个成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激发。鼓励和创造条件

让护士学习，对护士的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要给予关心；以护理人

员为本，通过合理化的理念将“工匠精神”灌输给每一位护理人员，

不仅要重视技术的传承，还要有独特的培养路径，譬如：开展技能

大赛，用“大赛精神”培育学生“工匠精神”[11]；通过主持护理查

房、承担专题讲座、在职学习、参加学术会议、为实习学员开课等，

使自己的业务水平展现出来，使全体护理人员了解学习的重要性；

通过文化宣传、“工匠精神”讲座、典型先进讲座等形式，使护理

人员在耳濡目染中接受“工匠精神”的熏陶，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

己的职业素养，以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观。在学习中培养创

新思维，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不断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创建和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

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能力[12]。 

3.3 建章立制规范日常工作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关键 

护理制度是护理工作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2018 年 3

月 16 日，“工匠精神”已正式被《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

程（2018 年版）》纳入，“工匠精神”的培育有了国家层面的制度

保障。在国家层面制度保障的前提上，就可以结合实际制定相关的

制度措施，特别是要以护士为中心，要围绕护士行为规范、护理文

化建设以及护理职业道德来制定[13]。其目标就是培养“工匠精神”，

全面提升护士素质和强化护理专业素质，从而形成制度化、 规范

化的护理工作；建立相应的护理工作考评机制，结合季度考核和随

机检查，持续提高护理质量；要实行人本管理，重视护士的需求，

包括被理解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如：对

每一个病人固定一名责任护士，责护每班与患者床边沟通至少 5 分

钟，关怀病人具体举措等都形成制度。 

3.4 转变观念营造良好氛围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保障 

护理人员要及时转变服务观念，为患者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

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护理服务”的

理念。比如，入院时要做到：微笑相迎，客观全面介绍患者即将进

入的环境、即将面对的人员和接下来的生活等相关情况，热心耐心

接待每一位患者；手术前，要针对每个患者的特点，制定符合患者

自身的康复计划，认真解答患者提出的每一个疑问；手术后，要精

心护理每一位患者，并做到不断鼓励患者、帮助患者；出院时，要

细心叮嘱，并保持定期跟踪回访。当这些工作养成一种习惯，形成

一种氛围，把日常工作变成自觉行动，使护理人员感到才有所用、

才有所展、被尊重、被认可，这样护理工作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14]。 

3.5 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完美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核心 

作为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追求极致完美不只是专业技术方

面，沟通服务、治疗环境都需要精益求精。高超的护理技术是保证

患者安全治疗的关键，随着护理科研的不断进步，护理工作者在静

脉穿刺、造口护理、糖尿病护理等多个领域不断挖掘更为成熟和准

确的护理方法，这就是精益求精的护理技术。在与患者沟通交流时，

简单的一个“请”“谢谢”“对不起”，轻松的一个微笑和点头，

自然大方的一个肢体动作，可能就会能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信任，

可能应付避免一次不必要的争执，这就是精益求精的沟通协调能

力。为了给患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清新的空气、舒适的温

度、多彩的墙面、温馨的宣传栏及便捷的指引标识等等；也可以建

立文化宣传长廊，转移患者的注意力等。这都是对精致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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