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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价能力本位教育在护士培训中运用效果的Meta

分析

龚茜琳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南昌 330003

摘 要：目的：通过对“能力导向”方法在护士培训中的运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为“能力导向”方法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践依据。目的了解 CBE实施护士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医院护士培训工作水平和质量提供参考。结果共检索到 9

篇文献。Meta 分析显示， CBE 可以提高护理人员的理论知识 [SMD=1.56,95% CI (1.03~2.09), P<0.001]，操作技能

[SMD=1.04,95% CI (0.69~1.38), P<0.001]，领导能力 [SMD=0.65,95% CI (0.07~1.24), P=0.03]，专业建设与发展能力

[SMD=1.42,95% CI (0.33~2.51), P=0.01]， 临 床 护 理 能 力 [SMD=0.97,95% CI (0.31~1.64), P=0.004]， 人 际 沟 通 能 力

[SMD=0.67,95% CI (-0.18~1.53), P=0.21]，与 CBE的培训效果比较，并无明显的显著性差异。目的探讨 CBE在提高护士理

论知识水平、提高操作技能、提高领导能力、提高专业素质、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临床护理水平、提高护理质量和提

高护理质量等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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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in nurse

training
Qilin Gong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ence oriented" method in nurse training,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ence oriented" method.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e training in CB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nurse training in hospitals.
Results A total of 9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CBE could improve nursing staff's theoretical knowledge
[SMD=1.56, 95%CI (1.03~2.09), P<0.001], operational skills [SMD=1.04, 95%CI (0.69~1.38), P<0.001]. Leadership [SMD = 0.65,
95% CI (0.07 ~ 1.24), P = 0.03),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MD = 1.42, 95% CI (0.33 ~ 2.51), P = 0.01). Clinical
nursing ability [SMD=0.97, 95%CI (0.31~1.64), P=0.004]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MD=0.67, 95%CI (-0.18~1.53),
P=0.21]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training effect of CB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BE on
improving nurs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operational skills, leadership ability, professional qualit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linical
nursing level, nursing quality and so on.
Keywords: Nurse training; Quality; Systematic evaluation; Application effect;Meta-analysis

引言

基于能力的教育（CM）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

是“基于能力的教育”在护士队伍中的应用，是提升护士综合

素质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本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护士运用

所学到的专业技术，并运用所学到的专业理论，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实行“以能为本”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提高护士的

专业素质，提高护士的业务素质，提高护士的临床工作水平。

文章从全面深入的分析入手，进行了全面的评价，旨在为提

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提高高

职院校的综合素质进行一些探讨。

一、材料与方法

1.文献纳入与排除条件

纳入条件：①该研究为 RCT临床研究；②选择护士长、

专科护士长、见习护士长及新上岗护士长作为被试；③在介

入方式上，实验组采用 CBE教学方法，而控制组采用普通

教学方法；④评估成果：包括：基础科学、学科构建与发展、

实践技巧、批判思考、领导力、临床护理、人际交往、教育

学与心理健康、法学与实践等。

但不包含：①无法提供完整的文章数据；②期刊文章采

用电子版；③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和学术报告等。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jZHX2Vg6sx9GRQFib0L0UBaSYKgNwiP2U3IwJvBz6c5na8-y8HqFst3r5WkqHwfoP3yVcJF2ebNnX-pzFJOwx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jZHX2Vg6sx9GRQFib0L0UBaSYKgNwiP2U3IwJvBz6c5na8-y8HqFst3r5WkqHwfoP3yVcJF2ebNnX-pzFJOwx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jZHX2Vg6sx9GRQFib0L0UBaSYKgNwiP2U3IwJvBz6c5na8-y8HqFst3r5WkqHwfoP3yVcJF2ebNnX-pzFJOwx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gWn2HfmZFH8e28692Mtgx0lDCNf1gqO9YmID9KbS43mjG-CCrzyLGJ6VnC-0q1bei5HY3r4Mym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gWn2HfmZFH8e28692Mtgx0lDCNf1gqO9YmID9KbS43mjG-CCrzyLGJ6VnC-0q1bei5HY3r4Mym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gWn2HfmZFH8e28692Mtgx0lDCNf1gqO9YmID9KbS43mjG-CCrzyLGJ6VnC-0q1bei5HY3r4Mym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gWn2HfmZFH8e28692Mtgx0lDCNf1gqO9YmID9KbS43mjG-CCrzyLGJ6VnC-0q1bei5HY3r4Mym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hzD68cjgcLx3mhANjMrGQjYTLKmh8kDVFQ3qpwQgysEKDbXA-nhVxdu_a1cqEZHtJVHQgll-vahy5S-tWskB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hzD68cjgcLx3mhANjMrGQjYTLKmh8kDVFQ3qpwQgysEKDbXA-nhVxdu_a1cqEZHtJVHQgll-vahy5S-tWskB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hzD68cjgcLx3mhANjMrGQjYTLKmh8kDVFQ3qpwQgysEKDbXA-nhVxdu_a1cqEZHtJVHQgll-vahy5S-tWskB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ZT-7wltP0MpDN_fRAeadG3WXA51vNma8-APelKUFPKs2m5gaRuLxK7n4V9YCcuSfXv6sYq6MtFYosKKBGFIAp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ZT-7wltP0MpDN_fRAeadG3WXA51vNma8-APelKUFPKs2m5gaRuLxK7n4V9YCcuSfXv6sYq6MtFYosKKBGFIAp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ZT-7wltP0MpDN_fRAeadG3WXA51vNma8-APelKUFPKs2m5gaRuLxK7n4V9YCcuSfXv6sYq6MtFYosKKBGFIAp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XG6WKMCWeJNZT-7wltP0MpDN_fRAeadG3WXA51vNma8-APelKUFPKs2m5gaRuLxK7n4V9YCcuSfXv6sYq6MtFYosKKBGFIAp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RtZjjXMhIaXA3zgKJhup-fpUhAaremRwdElhxu6M6qxIw-gDb08GWP94_0pYnUpZ2_Eev3_fvuSnMiBHZrWUzlMZA1d3W9g8&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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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检索策略

（1）检索数据库

然后，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化制药等 8

大类中文、中文文献数据，进行了中文、中文文献数据的整

理与整理。在此基础上，对本数据库进行了初步的检索，并

在 2022年 1月完成了检索[1]。

（2）检索词

研究中所使用的检索词表包括：护理研究、岗位能力研

究和随机对照试验，使用主题词表和非主题词表。中文关键

词：临床护理人员，护理人员，护理人员，能力，岗位能力，

RCT, RCT；英文关键词：新型超导体，新型超导体及复合

导体基本教学，新型超导体及复合导体及复合导体及复合导

体及复合导体和调控三。语言仅限于中文及英语两种。中文

检索的形式为：《知网》：主题=护理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护

理工作者；标题是：胜负力+岗位力+核心力+职业力；本研

究的研究方法包括：常规治疗+常规治疗+随机控制+随机控

制。

3.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为了保证检索的准确性，由两位研究者共同检索和初步

检索，在检索的结果不能取得共识时，由另外一位研究者完

成检索；搜集作者资料、发表日期、受试者、介入方式、样

本数量、培训时间及培训效果之评估量表。

4.文献质量评价

根据 Cochrane5.1.0 导则[14]中的随机实验研究型文章

的评价方法，对所述研究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且对偏离

风险进行检测。

5.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处理以复习软件 5.3 处理。采用标准平均数偏差

（SMD）做为评价培训效应的效度，得到 95%置信区间（CI).

研究结果表明，两组间的差别通过 Q检验，并通过 I2数值

对两组间的差别进行了定量。P>0.0,I2<5%表示两组间差别

不大，采用 Meta 统计学对两组间的效应进行了分析；

P<0.0.1,I2>5，表明两组间差别较大。文章的结尾部分是对

文章发表趋势的验证，并简单地分析了导致文章发表趋势的

原因。P<0.0.05，二组经统计学处理后，经统计学处理，有

统计学意义[2]。

二、结果

1.文献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获得 2461篇文献。使用 NoteExpress 软件进

行初筛，再获取全文信息进行复筛。排除研究对象、试验设

计、干预措施、结局变量不符的文献，最终共 9篇文献参与

本次Meta分析，筛选流程详见图 1。

2.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

根据 6个病例，对 22位护士进行了技能培训，并对培

训效果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得到 2个（研究组 1、研究

组 2、研究组 3）、7个（研究组 1、研究组 2、研究组 3）的

无效（研究组 1、研究组 2、研究组 3）。

3. Meta分析结果

（1）CBE对护士理论知识的培训效果

已有 9项研究评价了 CBE对护士理论知识培训的影响，

经异质性检验，I2=92%, P<0.1，显示出不同。用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 Meta 分析， SMD=1.56 (95% CI:1.03~2.09)，表

明 CBE对护理理论知识的培训优于传统培训，两个实验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显著（P<0.05）。见图 2。

（2）CBE对护士操作技能的培训效果

文献报道，I2=82%, P<0.1。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分析， SMD=1.04 (95% CI:0.69~1.38)，表明 CBE 对

护理人员的操作技能培训优于传统培训，两组间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参见图 3。

（3）CBE对护士领导能力的培训效果

3篇文献评价了 CBE对护士的领导能力的培养，结果

显示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I2=84%, P<0.1）。随机效应 Meta

分析表明，SMD=0.65 (95% CI:0.07~1.24), CBE对护士的领

导能力培训效果优于传统培训（P<0.05）。见图 4。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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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BE对护士专业建设与发展能力的培训效果

4篇文献探讨了 CBE培训对护士工作生涯发展及工作

绩效的作用，I2=96%, P<0.1，说明 CBE培训存在不同程度

的差别。Meta 分析： SMD=1.42 (95% CI:0.33~2.51), CBE

对护士的专业建设与发展效果优于传统培训，差异有显著性

（P<0.05）。见图 5。

（5）CBE对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训效果

有 4篇文献评价了 CBE培训护士的批判性思维，经比

较（I2=16%, P>0.1)，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别。固定

效应模型 Meta分析表明， SMD=0.59 (95% CI:0.39~0.78),

CBE 对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培训效果优于传统培训，

不同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参见图 6。

（6）CBE对护士临床护理能力的培训效果

3项研究评价了 CBE对护士临床护理能力的培训效果，

异质性检验结果 I2=90%,P<0.1，结果显示存在异质性。随

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结果为：SMD=0.97(95%CI:0.31～

1.64），表明相对于传统培训，CBE对护士临床护理能力培

训效果更优，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 7。

（7）CBE对护士人际沟通能力的培训效果

4 篇文献评价了 CBE 对护士与别人沟通的影响，

I2=91%, P<0.1，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差别。Meta分析结果：

SMD=0.74 (95% CI:0.03~1.45)，提示 CBE对护士人际沟通

能力的培养效果优于传统培训，差异有显著性（P<0.05）。

见 图

8 。

三、讨论

但目前国内护士培训仍停留在“以学为本”和“以师为本”

的教学模式，缺乏将实践技能和理论性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

这与《NIHEP 导则》中提出的理念不谋而合。此外，实务

操作情境及实务操作之内容，也会对实务操作之实务效果产

生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条件，采用恰当的教学

方法，注重培养护士的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造

能力。但是，本文所搜集的数据还不完整，需要在今后的研

究中进一步加大样本的数量，完善实验设计，提高实验质量。

通过本研究的 Meta分析发现，相对于传统的教学，导

师责任制带教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规范化训练护理人员的

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试的成绩，使得规范化训练的学员可

以顺利地完成培训考核，进而提高规范化护理的训练质量。

此外，导师制还能极大地提升规范化培训中的学员对培训的

满意度和患者的满意度，在增加学员的培训经验的基础上，

使学员更好地参与到自己的临床工作中，为患者提供高质量

的护理服务。通过 Meta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以教师为主

导的课堂教学模式，能够显著地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整体

自我效能。良好的自我效能感能够让护士在任何时候都能够

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并且能够对临床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作出正面的回应，从而让护士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从而避

免了职业倦怠和离职的出现，这对规范化培训学员的个人事

业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4]。

1.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分析

我们搜集了 9篇文献，全部为基线调查， P<0.05，且

各文献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本次调查一共搜集到了 9篇文

章，所有文章都使用了随机编号的方法来进行归类，其中 2

篇使用了随机编号的方法，1篇使用的是抽签的方法，但是

并未提及分类的隐蔽性质，6篇中并未提及分类的具体类型。

3项的临床实验全部采用单盲法对护士进行分组培训.

2.以 CBE为基础的护士培训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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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结果与李烟花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采用该研

究方法能够有效地提升护士的专业基础知识及专业技能。在

进入临床工作以后，护士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降低，与实

际相融合的能力降低，因此增加了与现实相脱节的风险。使

用 CBE进行护士培训，能够涵盖更多的方面，对护士进行

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提高护士的专业理论基础知

识和职业技能。经由 Meta统计，发现传统培训与传统培训

在教师指导和护士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护理人员的领导力、专业建设与发展能力、批判性思维

能力、临床护理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是构成胜任力的主要

因素，它们通过外部的行动表现出来，并对护理人员的行动

有重大的影响，并与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及发展有关。目的：

探讨认识培训对提高护士的领导能力的作用。护理领导力指

的是，护理人员能够运用自己的领导智慧、技能和态度，对

团队中的其他成员的思维、情感、信念等产生影响，进而促

使他们做出相应的行为，最终实现团队的目标。好的医务工

作者不仅可以为医务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也可以改

善患者的恢复状况。传统的培训模式中，护士的领导能力常

常被忽视，而 CBE模式通过情境仿真、个案研究等方式来

培养护士的领导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教学方式对于提高护士的专业发

展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及临床服务能力，具有非常明显的作

用。通过对护理人才的专业构建和发展能力、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临床护理能力的培训，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然而，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限制，护士的专业建

设和发展和批判思维的训练，使其成为护士培训的重要内容。

然而，依据 CBE制定护士的培训内容，从多个角度对其进

行阶段性的考核，强调个性化、以人为本的培训方式，可以

激发护士的学习积极性[5]，所以，通过对护士进行认知-行

为培训，可以提高护士的人际沟通能力，提高护士的沟通能

力。在传统的护生教学中，只重视护士的基础理论的传授，

忽视了护士的交流技巧，致使护士与护士的交流技巧不佳，

致使护士与护士的交流冲突不断增加，并引发大量的医疗纠

纷。

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但也存在一定

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选取的案例数量较小，未对实习生的

基础知识和技术进行评估；此外， Meta统计中纳入的文献

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式及处理方式。笔者提出，在进一步

讨论如何在临床护士标准化培训中实行导师制度时，要注意

方法上的改进，以便为临床护士标准化培训的教学改革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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