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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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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    要】：要】：新护士的规范化培训是继续护理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系统反馈机制的护理临床能力评估系统是新护

士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规范的统一不仅有利于护理专业的发展和新护士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护理队伍的稳

定和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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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new nurs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tinuing nursing education system.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linical nursing ability based on system feedback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new nurses. 
The unification of evaluation norm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profession and the healthy growth of new 
nurses, 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nursing tea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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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护理工作在保障医疗质量、促

进患者康复、缓解患者痛苦、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医院的医疗服务工作中，护士与患者的

接触最直接、最密切、最广泛。然而，我国护士的数量和

质量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意识和健康需求。护士

的临床护理能力与患者安全和健康护理结果密切相关。研

究表明，规培护士的临床能力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弱、缺

乏沟通和沟通能力以及缺乏团队合作意识，将导致患者的

潜在安全隐患 [1]。为此，2016 年 2 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了《规培护士规范化培训方案（试行）》，

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高度重视新护士的培训 [2]。临床护

理能力的培养是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内容。如何客观、全面

地评价规培护士的临床能力，是护理教育工作者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综述了规培护士临床护理能力

评价的研究进展。结果如下。

1 1 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概念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概念

1.11.1 规培护士规培护士

规培护士，是指护士在上岗前需要通过医学院校护理

专业的系统正规培训，然后获得国家教委认可的医学护理

专业。根据国家卫生部《临床护士规范化培训暂行办法》

的要求，护理部结合医院实际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化培训计

划，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特别是，手术室积极增加了措施。

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科室特点，大胆改进

常规培训方式，分三个阶段对新护士进行集中系统的培训

考核。面对医学和护理专业的快速发展，对护理人员提出

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医院开展护士规范化培训，对于增

强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增强遵规守纪意识，

提高技能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科室未来将不断完善，进

一步探索护士规范化培训的新方法和新措施，真正服务于

临床和医生，打造手术室高素质的护理团队。

1.21.2 护理临床能力护理临床能力

护理临床能力是临床能力的从属词，是临床护士应具

备的最基本的专业能力。在分析了 11 个国家的临床护理能

力评估后，一些学者认为，临床护理能力概念的全球定义

尚未统一，可谓百家争鸣。提出 “ 从新手到专家 ” 模式的

Benner 将临床护理能力定义为护士在不同的临床环境中完

成任务并取得满意结果的能力。英国护理和助产委员会的

定义是，临床护理能力是基于安全有效的护理实践和干预

措施，以及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应用的综合能力 [4]。

全国护理联盟（NLN）认为，护理的临床能力是使用正确

的判断、理解和循证护理实践，在不同的临床护理环境中

为患者提供卓越的护理服务 [5]。通过定性研究，一些专家

认为护士能力的定义强调了护士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临

床实践中的应用水平。从以上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临床

护理能力涵盖了教育目标分类的认知、技术和情感领域。

因此，本研究将临床护理能力定义为在确保患者安全有效

的护理实践的基础上，运用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

综合能力。

2 2 国外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培训现状国外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培训现状

在临床医学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临

床能力评估进行了更深入、更详细的研究。早在 1959 年，

国家医学检查委员会（NBⅧ）就通过专家调查，确定了

医学生完成临床工作所需的技能，并提出医学生应具备九

种临床能力：①收集病史的能力；②能够进行体检；③能

够使用诊断辅助检查；④能够做出正确的诊断；⑤做出治

疗决定的能力；⑥执行医疗决策的能力；⑦继续医疗和护

理的能力；⑧正确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⑨专业态度 [6]。

美国内科委员会（ABIM）将临床能力分为六个方面：①临

床判断；②医学知识；③临床技能，包括收集病史、体检

和技能操作；④人道主义质量；⑤专业风格；⑥医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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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项目的分析来看，NBME 和 ABIM 制定的临床能力

内涵基本相同，涵盖了临床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些对于护

理专业临床能力内涵的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3 国外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方法国外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方法

多年来，国际护理专业团队一直致力于制定护理人员

的专业能力规范，以便护理人员能够遵循这些规范，进一

步提升其专业能力并建立专业地位。2003 年，国际护士理

事会（ICN）制定了通用护士胜任力框架，将胜任力分为

三个部分：专业、道德和法律实践；提供护理和管理；专

业、个人和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护士专业委员会于

2009 年制定了胜任力框架。胜任力范围的划分是相同的，

但不同级别的要求是不同的。专科护士的要求明显高于规

培护士。作为护理研究生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护理学

院协会（AACN）提出，硕士学位护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临

床实践培养高级实习护士（APN）[8]。1999 年，AACN 建

议 APN 应具有六项核心能力，即：①满足临床护理实践的

能力；②建立和维护职业关系的能力；③承担教育 / 辅导

任务的能力；④促进专业发展的能力；⑤能够管理和协调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⑥监督和确保专业服务质量的能力。

其中，满足临床实践的能力是 APN 最基本的核心能力。评

价方法包括自我评价、满意度评价和导师评价。评估形式

主要包括评估工具、反思日记、情景模拟、档案袋评估、

目标结构临床检查（OSCE）、微型临床评估演习（mini-CEX）

360° 反馈评估以及其他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方法，评估了

新护士的培训效果，重点是新护士的临床能力，如以患者

安全为目标，对不同文化特征的患者实施规范化和高质量

的护理，使用护理程序制定护理计划并实施护理，做好护

理记录，发挥良好的团队合作。

4 4 国内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培训现状国内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培训现状

在中国，规培护士的培训可分为三个层次：中专、大

专和本科。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他们可以进入正式岗位

参与护理工作。在培训内容上，由于层次不同，培训内容

和方法也有一定差异。一般来说，培训将侧重于理论知识、

规章制度、专业素质、专业理论、护理技能和操作技术。此外，

目前，我院还对经过培训的护士进行了相应的轮训。然而，

根据实际情况，许多医院对护士的培训方法也存在很大不

足，无法再面对日益严峻的护理形势。在这方面，出现了

许多新的护理教学方法，如临床路径教学法、PBL 教学法、

目标管理法等。最后，在考核评价方面，我们重视使用多

种考核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一般可分为毕业考核和阶

段性考核两种。这种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训练的整体效

率和质量。

5 5 国内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体系国内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体系

临床护理能力评估是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在临床护理

环境中对规培护士的综合能力做出判断的过程。临床护理

实践不仅包括对患者的护理，还包括在其他临床环境中的

经验、模拟经验和各种能力的表现。对香港规培护士临床

护理能力的评估以《注册护士核心能力（综合部）》为依据，

充分说明了规培护士的临床护理能力要求。台湾根据护士

临床能力提升制度，对正规护士实施两年培训计划和专业

课程培训，以确保医疗机构的正规护士能够系统地接受规

范化培训，并使用临床能力评估模式：包括真实临床情况

模式、半模拟临床情况模式和临床实验室模拟模式，以及

用于评估的档案审查模式，包括笔试、口试、病例讨论、

客观结构化临床检查、关键观察和评估（如微型 CEX）、

直接手术观察（DOPS）、，全方位评估（360. 反馈评估）、

反思日记、病例回顾和文件夹评估，进行质量控制和评估

后的反馈，以确保新护士临床护理能力的同质化。中国大

陆也越来越重视护士候选人和训练有素的护士的培训。连

续几次发布的护理发展计划提到了培训护士的培训，但没

有详细定义培训护士的临床护理能力，也没有为临床护理

能力的评估提供明确的评估形式和评估指标体系。鉴于此，

国内学者对训练有素的护士的培训和评估进行了大量研究。

6 6 目前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评价需解决的问题

6.16.1 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的内涵界定需要统一规培护士护理临床能力的内涵界定需要统一

 临床护理能力的培养与评价是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学者对临

床护理能力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未能就其定义达成共识，

临床护理能力评价内容和方法也没有统一。因此，如果我

们要规范化、同质化临床护理能力评价的内容，构建统一

规范的临床护理能力评估体系，就需要回答临床护理能力

是什么的问题，即需要准确界定临床护理能力的内涵。

6.26.2 评价方法不足评价方法不足

新的临床能力测试方法确实可以提供传统方法无法提

供的更客观的手段来反映候选人的临床能力，但它也有其

自身的缺点。护生自我评价方法主观性强，不易控制，存

在一定缺陷；尽管欧安组织提供了一个非常接近真实情况

的临床环境，是一种可靠和有效的测试方法，但困难在于，

除了规范化患者培训的困难外，还需要建立大量网站，以

涵盖更全面的内容，在中国有大量护理学生的情况下，需

要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才能在短时间内通过评估，

评估人员需要经过培训并相对固定，可行性需要进一步调

查；结果评估无法了解护生的实际技能和对知识的理解；

由于软件开发的复杂性，计算机模拟考试。硬件要求高，

在中国推广还有一定距离。

6.36.3 护理临床能力评价工具的研究对象较局限护理临床能力评价工具的研究对象较局限

目前，我国现有的临床护理能力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

护理本科生，缺乏对护理研究生的研究。这主要是由于中

国护理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此前护理研究生的培养是学

术性的，护理研究生临床能力的评估较少涉及。MNS 自

2010 年成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突出

实用性和应用性。培养高级临床实习护理人才是未来护理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方向。临床能力是护理硕士最基本、

最必要的能力，这不仅是专业本身的要求，也是进一步护

理研究、教育和管理的要求。

7 7 结语结语

从刚毕业的护理专业学生到优秀的临床专科护士，规

范化培训阶段是他们专业观念、价值观和职业发展的关键

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护士离职的最可能时期，增加了人力

成本。在此期间，如果能够建立合理科学的培训体系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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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帮助新护士顺利过渡，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稳定护理专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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