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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感染科是医院的重要组成之一，其中收治的患者较

为特殊，多具备传染性，因此感染科工作的医护人员，

职业风险相对较大。在轮转护生进入感染科学习时，其

对科室缺乏良好地认知，很容易有恐惧、怯懦等负面情

绪，这将会导致护理带教工作受限，医患关系处理不当。

除此之外，在感染科护理带教工作落实中，很多护生会

因为自己的基础知识缺失或者对护理认知不全等，学习

积极性缺失。再者，在传统的护理带教中，侧重于对操

作技能的讲解，缺少实践环节，这使得培养出来的护生，

仍旧理论丰富，操作技能缺失 [1]。在这些因素的限制下，

人们开始就感染科护理带教的方式进行探索。人文关怀

作为现代社会各行各业所提倡的一个新型理念，其以人

为本，在落实于护理带教时，尽可能让患者、护生、带

教老师三者的关系和谐化，开展更为顺畅。基于此，我

院提出，在感染科护理带教中，必须要加入人文关怀的

色彩，以保证其质量。详细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将 2020 年 8 月 -2021 年 3 月期间于本院感染科轮转护

生共 47 名纳为研究对象，依据护生入科时间差异分组后

（对 照 组 24 名，2020 年 8 月 -11 月； 观 察 组 23 名，2020

年 12 月 -21 年 3 月），开展对比性带教研究。对照组，年

龄 17-23 岁，平均年龄（20.07±0.75）岁，专科在读 20

名、本科在读 4 名；观察组，年龄 18-23 岁，平均年龄

（20.51±0.84）岁，专科在读 19 名、本科在读 4 名。护生

均为女性，基线资料组间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研究结果可比。纳入标准：（1）均为同等学力在

读护生；（2）均完成为期 2 月的科室护理实习。排除标

准：未完成科室实习带教者 [2]。

2. 方法

对照组：轮转护生给予常规护理带教，其在护生

进入感染科后，给予科室环境与制度介绍，同时，就感

染科的基础理论进行讲授式教学。然后，结合科室的基

础操作要求，来对轮转护生进行示范性教学，以“一对

多”的形式开展。

观察组：轮转护生给予人文关怀理念引导下的护理

带教。其具体内容为：（1）教学内容与师资的筛选。选

取感染科工作经验丰富的医师与护理人员，来作为带教

老师。在教学内容上，需要以感染科的具体工作为基础

来进行制定，以保证其实用性。在确定带教老师后，还

需要对其进行培训，使之具备教学能力。在带教老师制

定教案后，要确定其可操作性。（2）人文环境创建 [3]。

感染科需要对教学环境进行调整，规范教室的行为，在

一些教学用具上，必须要保证质量。在临床进行护理教

学时，必须要对轮转护生的一些硬件需求进行满足，降

低职业风险。在护生进入感染科时，就需要基础设施进

行完善。（3）建立良好地师生关系。护生进入感染科后，

带教老师以及涉及到的工作人员，需要以良好地态度来

对待学生，创建良好地教学关系，促进教学效率的优

化；感染科的职业风险相对较大，不少患者都具有传染

性，护生可能会心生恐惧。带教老师需要对护生进行心

理建设，使之对感染科有正确的认知，能够积极面对学

习。（4）尊重护生的人格。在护理带教过程中，带教老

师的言行举止会对患者的护理体验产生较大的影响。同

时，其对护生的态度也会让护生自己觉得是否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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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称呼上，需要尽可能有所拉近，让其感觉到尊

重 [4]。且对于护生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能直接指出，

这既会影响护生的心态，也会影响患者的心态。在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私下指出，并且告知其对应的解决

方案，让其优化自己的实践能力。（5）对传统的教学方

案进行创新 [5]。在人文关怀理念的引导下，结合既往的

教学方案，来进行适当的创新。带教老师可选取典型的

病房与患者，来进行准备教材准备。并且将已经选取的案

例告知护生，让其能够提前了解，并有所准备。同时，引

导护生构建判断性思维，使其能够辨证的看待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6）做好双向反馈工作。教师需要定期对护生的

学习状况进行考核，学生也需要定期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

行评估，就其中的问题加以解答。在整个工作的落实上，

可以匿名的形式进行，很多护生会出于对带教老师的尊重

或者害怕，而不敢说实话，这也是人文关怀落实的主要障

碍。在匿名形式下，能够尽可能保证护生客观、真实、全

面的评价教学服务，明确其中的问题，并且加以解决。

3. 评价指标

比较 2 组轮转护士的实践操作成绩、理论考核成绩

及轮转护士对带教教师的满意度。

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数据组间差异均取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处

理分析，组间对比结果差异显著且 P ＜ 0.05 时，则具有

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带教成绩对比。护生入科考核成绩对比结果无统

计学差异，P ＞ 0.05；观察组出科时护理理论、护理技能、

患者需求评估、病例分析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 ＜ 0.05。见表 1。

表1　带教成绩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护理理论 护理技能 需求评估 病例分析

对照组 入科
72.36

±5.48

72.14

±5.26

68.65

±4.28

68.72

±4.16

出科
85.02

±4.97

84.39

±5.15

81.35

±5.22

82.05

±5.19

观察组 入科
72.35

±5.44

72.19

±5.22

68.71

±4.35

68.75

±4.21

出科
90.35

±5.12

89.65

±5.47

88.95

±5.46

88.26

±5.42

t（出科） 3.6214 3.4530 4.8787 4.0127

P（出科） 0.0007 0.0012 0.0000 0.0002

观察组 23 23（100.00）22（95.65） 21（91.30）

x2 4.1899 3.9519 4.2563

P 0.0407 0.0468 0.0391

三、讨论

感染科患者是一类特殊的患者，他们对护理服务质

量的要求极高，常规的护理方法无法满足其护理需求。

人文关怀护理是一类现代化的护理方法，遵循“以人为

本”的服务理念，可有效提升护理工作质量，同时还有

助于塑造医护人员的良好形象，减少护患纠纷，赢得患

者家属的认可和信任。将人文关怀护理应用于感染科患

者的护理中可对其实施心理干预、健康教育、安全管理

等诸多护理干预，可取得理想的护理效果 [6]。研究结果

表明：（1）带教成绩：护生入科考核成绩对比结果无统

计学差异，P ＞ 0.05；观察组出科时护理理论、护理技能、

患者需求评估、病例分析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 ＜ 0.05。（2）护理技能掌握：观察组护生出科时病例

整理、护理评估、人性化护理技能掌握度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 ＜ 0.05。

总之，要使护理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就要在护理带

教中应用人文护理模式，让护生了解到护理知识，而且

护理满意度提升 [7]。护理人员在护理时要经过专业的思

考，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护理，从而使患者的护理质量得

到有效提升。护生在这一情况下，不仅缩短患者的治疗

时间，提升了护生素质，还确保了护生顺利开展工作，

并且有助于建立护理人员和患者良好的关系 [8]。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感染科护理带教中加入人文关怀的因

素，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与其对护理带教的满意度，可在

临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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