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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学模式在血液透析护生带教中的应用 
杨兵兵  张瑾 

（铜仁市人民医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目的：观察在血液透析护士带教中采用新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血液透析中心实习护

士 62 例，均为女性，按照抽签的方式进行分组，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1 例，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方式，观察组实施一对一带教方式，

对比教学效果。结果：观察组实践操作优秀率 100%、护理满意度 96.77%均优于对照组 87.10%、87.10%，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两组理论知识优良率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式教学模式在血液透析护士带教中应用效果良好，可有效提升其护理技能，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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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透的护理工作非常繁重，需要护理人员具备较高的理论知

识、操作技能和应变能力，，所以增加了临床实习的难度[1]。鉴于此，

本次研究观察不同教学模式在血透中心的教学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本院血液透析中心实习护士 62

例，均为女性，按照抽签的方式分为观察组 31 例，年龄 19~23 岁，

平均年龄(20.14±1.85)岁；对照组 31 例，年龄 18~24 岁，平均年龄

(20.34±1.79)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选取带教老师：带教老师自身素质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专

业技能，因此选取综合素质能力强、业务技术水平高、事业心强、

责任心强的护士带教，同时带教护士需要有三年以上血透工作经

验、规范的操作技能、丰富的理论知识，并且对于血透最新的技术

可熟练掌握，也要熟练业务，关心和爱护实习护士。 

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方式。观察组实施新式教学模式，包括：

①理论学习。首先进行 2 天岗前培训，如学习血透和疾病有关知识、

了解保养和清洗消毒有关器械、熟悉规章制度和医院环境、有效建

立和维护血管通路知识。此外，老师结合实际情况讲解透析原理、

效果、方法、临床指标等。②实践操作。老师将仪器的注意事项、

性能、使用方法为学生讲解。首先带领学生参观血透过程，并亲自

示范，指导学生亲自实践。一般情况下，透析工作复杂，很多病情

容易变化，因此，需要带教老师在示范的同时并讲解，增加学生了

解程度。特别是使学生了解机器报警所代表的意思，确保任何环节

出现问题均可及时发现并处理，防止血泵停运时间较长。此外，老

师实际演示正确的穿刺动静脉内瘘方法和有效护理导管通路，协助

其反复练习，确保全部学生都掌握并独立完成基础护理工作。③小

组讨论。操作特殊器械、疑难病症患者为讨论内容，首先老师需要

对于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讲解，后进行专题讲解，利用讲座方式使

学生学习到新知识和新技能。④每周考核。每周集中考核一次，包

括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考核，当发现学生存在问题应及时讲解并纠

正。⑤终末考核。包括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满分 100 分，采用本

院自制调查表进行考核。 

1.3 观察指标

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评分标准[2]为：满分 100 分，优秀为 90 分

以上；良好为 80~90 分；一般为 0~80 分。优良率=优秀率+良好率。 

满意度为患者对于实习生独立进行护理的满意度[3]，满分 5 分，

5 分为满意，4 分为一般，不足 3 分为不满意。总满意度=满意率+

一般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应用 SPSS18.0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行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

差异。 

2 结果 
2.1 理论知识 

观察组优秀 18 例、良好 12 例、一般 1 例，优良率为

96.77%(30/31)；对照组优秀 18 例、良好 11 例、一般 2 例，优良率

为 93.55%(29/31)。两组优良率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实践操作 

观察组优秀 17 例、良好 14 例、一般 0 例，优良率为 100%(31/31)；

对照组优秀 12 例、良好 15 例、一般 4 例，优良率为 87.10%(27/31)。

两组优良率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满意度 

观察组满意 19 例、一般满意 11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为

96.77%(30/31)；对照组满意 11 例，一般满意 16 例，不满意 4 例。

总满意度为 87.10% (27/31)。两组满意度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采用一对一的带教模式可使老师随时为学生讲解并对其操作

进行指导，继而得到较高的教学效果，进而使教学效果得到提升。

此外，学生每个月进行考核，尽可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若学生存在难题，会积极的与老师沟通，进而解决问题，可提高学

生的整体素质，从而提高患者满意度、理论知识、实践能力[4]。 

高素质的带教老师会影响学生的素质和技能，乃至对其主动性

和积极性其主导作用。所以，老师需要保持持续学习的意识，旨在

进一步提升自身技能和素质。并坚持在带教期间以学生为主，对于

学生差异给予充分尊重，帮助学生保持耐心，多关心鼓励学生，使

其具有正确的价值观[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对比无显著差异，

分析原因可能为研究样本较少，针对此问题可适当增加研究样本，

从而得到更准确数据，而两组实践操作优良率和满意度优于对照

组，提示新式教学模式的应用具备一定的应用价值。 

综上，在临床血透教学中采用一对一带教方式，可满足学生需

求，同时将带教质量提升，进而提升其理论、实践、综合素质，对

于护患矛盾有效改善，提高患者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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