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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PDCA 循环在心胸外科规培护士带教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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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PDCA 循环是质量管理的四个不同阶段，本文对心胸外科规培护士带教管理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方
法：选择本院 2017 年 2 月-2018 年 10 月心胸外科规培护士 32 人，按照时间段和带教管理方式分为参照组（传统带教模式）和实验组（PDCA
循环带教管理模式），每组 16 人，对规培效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通过不同的规培带教教学管理模式，参照组护士的教学满意度为 68.75%，
实验组护士的教学满意度为 100.00%；对于实践课，临床护理质量和护理效果实验组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P＜0.05）统计意义明显。结
论：在心胸外科规培护士带教教学管理中，运用 PDCA 循环质量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带教教师的积极性和规培带教质量，提升规培护
士的教学满意度和临床护理质量和护理水平，值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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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对提升心胸外科规培护士带教管理质量和护理水平

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在心胸外科规培护士带教管理实践中，在教
学内容计划、教学过程执行、教学成果结合本院心胸外科实际情况
进行检查分析评价以及对评价结果的反馈处理，在上一阶段循环结
束经考核合格后，进入下一阶段循环学习[1]，本文对此进行分析研
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 2017 年 2 月-2018 年 10 月心胸外科规培护士 36 人，
按照时间划分，2017 年 12 月前为常规带教模式，为参照组 16 人，
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24 岁，； 2018 年 1 月后采用 PDCA 循环管理
带教模式，为实验组 16 人，年龄最小 18、最大 26 岁。对规培护士
带教管理效果进行分析评价。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传统的规培护士教学模式进行带教教学和管理，实
验组采用 PDCA 循环模式对规培护士带教教学和管理，主要包括： 

（1）P，计划。第一，拟定培训目标。根据心胸外科规培护士
带教规范化培训指南，结合本院临床护理特点，制定高标准的规培
目标，包括建立和完善评判性思维能力，牢固树立本院职业素质修
养和医德医风，使规培护士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宗旨。
第二，建立带教管理网络体系。带教教师由护士长和科室护士长等
组成，在教师带领下建立规培护士管理网络，结合规范化培训指南
及具体情况拟定教学计划，组织规培护士开展教学会议，对教学规
划进行讨论以便更好执行。第三，带教教师条件。必须热爱带教工
作，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丰富的临床护理实践经验、较高的护理水
平和较深的资历，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并对规培护士采取“一
对一”的培训模式进行培训[2]。 

（2）D，执行。第一，加强对规培护士的教育和管理。由带教
教师主持召开规培护士会议并提出带教要求，提升规培护士的重视
程度，再进行各项操作规程的系统培训和临床护理操作实践，完成
阶段学习进行考核评价。第二，严格教学管理。规培护士全面掌握
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遵守，上班时间跟随教师并认真向学习。
第三，带教应具有规范性。带教教师要进行详细认真的讲解，尤其
是临床实践操作要重点讲解，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际操作。
临床实践带教重点包括：患者生命体征监测、静脉抽血及输液护理、
各种插管护理及从封管技术、口腔及呼吸道护理等，注重操作速度
和质量，进行经常性提问并解读答案[3]。第四，加强心理沟通。规
培护士与带教教师同时上岗，因此可能会产生倦怠感，带教教师要
经常与规培护士进行沟通交流，随时掌握规培护士的心里变化，对
取得的成绩进行鼓励，增进师生之间的情感。 

（3）C，检查。第一，建立完善心胸外科培训考核网络。可以
对规培护士的理论学习成果及临床操作技能进行考核评价，对规培
护士起到鞭策作用，使得学习效果得以有效提升。第二，全面考核
评价。建立规培护士学习管理日志，详细记录规培护士每天的学习
工作内容及效果，对规培护士的日常行为规范进行监督和评价，发
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第三，定期考核。对规培护士每月进行一次
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考核，科室轮转结束后都要进行考核评
价，并计入规培护士培训档案，最后由带教教师进行签字确认。 

（4）A，处理。第一，反馈考核评价结果。及时将存在问题进
行反馈，对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整改措施，对整改结果总结评估后
进入下一阶段的循环学习程序。第二，加强经验交流。在规培带教

期间，对于规培护士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向带教教师反
馈并制定整改方案，加强学习经验交流，促进规培护士之间相互学
习，对优秀学员予以鼓励和奖励，充分调动规培护士学习的积极性
[4]。 
1.3 规培护士带教管理考核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包括：教学满意度、规培护士的服务态度、临床沟通
技巧和沟通能力以及应急处置能力等。教学满意度=完全满意率+
比较满意率。 
1.4 数据分析处理 

数据分析处理应用统计软件 SPSS21.0 版本，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x² 检验。有统计学
意义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规培护士教学满意度评价 

参照组和实验组规培护士的学习满意度（P＜0.05）如表 1。 
表 1. 教学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n 完全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参照组 16 7（43.75） 4（25.00） 5（31.25） 11（68.75） 
实验组 16 10（62.50） 6（37.50） 0（0.00） 16（100.00） 
2.2 规培护士临床护理质量结果评价 

统计分析显示，实验组在临床服务态度评分、与患者的沟通技
巧及应急处置能力等均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  ，如表 2。 

表 2. 规培护士临床护理比较分析 
组别 n 应急处置能力 沟通技巧 服务态度 

参照组 16 66.38±1.05 88.03±2.94 85.71±2.96 
实验组 16 90.12±1.17 96.44±2.68 97.31±1.83 

3 讨论 
心胸外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患者病情十分复杂且发

展迅速，患者要求多，护理难度大。因此，加强对临床护理的管理
非常重要，既可以有效提升患者的生命质量，改善预后，同时也能
提升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提升患者满意度。对于心胸外科规培护
士带教管理采用 PDCA 循环方式，在一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完成经考
核评定达标后再进入下一个学习环节，可以有效提升带教质量和规
培护士的临床护理质量和护理水平[5]。 

本项研究显示，实验组的教学满意率达到 100.00%，而参照组
为 68.75%，低于实验组 31.25 个百分点；同时实验组的应急处置能
力、沟通技巧和沟通水平以及服务态度与参照组相比较，优势十分
明显，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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