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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领导理论在护理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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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情境领导理论的学习，发现可将其理论的知识体系运用于肿瘤科的临床实践教学。方法：选择进

入龙华医院肿瘤二科进行专科轮转的 32名护理实习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情境组，分别为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教学

培训管理，干预组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基础上加入情境领导护理教学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的全程干预。结果：情境组学生对

于理论知识成绩、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情境组对护理教学管理方法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情境管理理论的学习对于肿瘤科的护理教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提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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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情境领导理论是将培训学习的系统理论方法根据

学习对象的不同进行差异化特征的分配的一种护理教学管

理方法，情境理论的创始者主张教育者是以不同的风格，营

造不同式样的情境状态，以锻炼下属的工作能力[1-2]。为验证

这一方法在护理教学管理中的价值，选取 2018.1-2019.7 月进

入肿瘤科临床实践学习的 32名的护生，结合临床实际工作

体验，教案的书写、护生的管理和教学评价四个方面进行简

要分析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32名进入肿瘤科实践学习的护生纳入对照组、情境

组。对照组女 16 名；情境组女 16 名；两组护理实习生在年

龄、学历及个人素质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教学培训管理，包括案例教学、情

景模拟、临床实践考核等相关内容的学习。情境组根据教学

对象的既往理论成绩、护理能力、其他带教老师的反馈等相

关信息，将同学分成不同等级：A1 级：对于临床护理工作学

习意愿高，而实践动手能力弱；A2 级：临床护理工作学习意

愿低，想考研，而实践动手能力尚可；A3 级：临床护理工作

学习意愿不稳定，而实践动手能力较好；A4 级：临床护理工

作学习意愿高，且实践动手能力较强。（1）教学准备。作

为肿瘤科带教老师依据教学对象的级别，以不同的带教风

格，开展临床肿瘤护理教学。对于 A1 级护生：偏向针对性

引导型教学方式，在教学期间，为学生预先提供好临床典型

肿瘤病例，并要求学生根据病人的病情、症状、近阶段存在

的护理问题，提出护理诊断，落实好患者的基础护理，并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护理个案的书写，将实习手册中的实践学习

任务按步骤有序进行。对于 A2 级护生：参照其临床护理工

作学习意愿低想考研，而工作能力尚可的特征，采用“教练

型”风格开展护理教学。在理论知识讲解完成后，为其额外

多布置与授课内容相关的知识点，通过布置学习任务去要求

学员主动学习，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必须保质保量的完成。在

问题难度设置方面，有意识的其难度调高于 A1 级培训对象

水平，同时要求查阅的相关资料可以整理制定成册，在落实

患者的健康教育方面要体现循证能力，培养学生文件检索方

面的技能，而对于锻炼 A3 级护生的教学管理则采用支持型

风格，即在教学期间，赋予培训对象一定的自主性，允许其

在适当范围内，自主决定学习内容、学习任务，汇报学习进

度。在护理查房时，考虑引入肿瘤科疑难病例进行护理讨论

增加难度，以促进 A3 级护生护理能力的提升。对于 A4 级护

生，采取授权型风格展开教学管理。为 A4 级护生可以在临

床实践学习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多参与学校慕课、翻转课堂的

网上学习，借助互联网资源独立培养学习能力，将科室的一

些宣教资料、手册发放给同学，让同学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

行交流汇报，顺利地完成专科知识的系统学习，进一步加快

其护理能力的改善。（2）临床肿瘤护理教学管理。作为肿

瘤科的临床带教老师，定期结合护生的护理能力、考核成绩

及反馈等信息，评估情境领导管理方法在护理教学效果中的

应用。注意总结根据不同护生的性格能力特征调整教学风

格，以确保临床护理教学质量。

1.3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4.0 软件统计。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及ｔ检验进

行数据分析，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教学质量

对照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88.46±5.16）分、护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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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成绩（82.63±5.85）分，均低于情境组（P＜0.05）。

表 1 教学质量[分， x ±s]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考核 护理技能考核

对照组 30 88.46±5.16 82.63±5.85

情境组 30 92.35±4.30 90.39±5.26

t - 4.59 7.92

P - ＜0.05 ＜0.05

2.2 对教学管理方法的满意度

对照组护理人员对教学管理方法的满意度水平 80.00%，

低于情境组（P＜0.05）。

表 2 对教学管理方法的满意度[n/%]

组别 人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

对照组 30
11

（36.67）

13

（43.33）
6（20.00）

24

（80.00）

情境组 30
13

（43.33）

16

（53.33）
1（3.33）

29

（96.67）

t - - 5.76

P - ＜0.05

3 讨论

在教学管理工作中，情境领导管理方法的应用优势体现

为：

（1）契合不同人员特征及需求。由于既往教育背景、

护理实践经验不同，不同学员在学习能力、工作意愿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常规护理教学方法可能未考虑学生之间的差

异性，而是直接采用统一化教学方法开展临床教学。而情境

领导管理则采用分级模式，针对护生在工作能力及意愿水平

方面的差异，采用不同风格营造相应的教学情境[3-4]。以 A1

级为例，教师所采取的引导型教学方式契合 A1 级护生的工

作学习意愿高特征，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发布学习任

务的指令形式，促使 A1 级护士从基础护理教学内容中习得

更多的基础知识。本研究证实：情境组对护理教学方法的满

意度 96.67%，高于对照组（P＜0.05）。

（2）提高教学质量。常规护理管理模式下，统一化的

教学模式忽视了护生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导致临床肿瘤护理

教学质量的提升受限。相比之下，情境领导管理则遵循人性

化原则，依据护生的个体差异，以不同的学习风格、情境，

满足不同护理人员的培训学习需求。这种差异化的教学管理

模式，可确保 A1-A4 级学生在学习意愿、工作能力水平的有

效改善，进而促进临床教学质量的提升。本研究证实：情境

组专科理论考核成绩（92.35±4.30）分、技能考核成绩（90.39

±5.26）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3）减轻科室教学压力。此外，A4 层级护生可以起到

模范带头、协同管理作用，可通过自学能力减少带教教师教

案的讲解，使带教老师教学侧重点有效调整。这一优势也是

情境领导管理理论可用于改善护理教学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推行情境领导管理理论，可以提高临床护理

教学质量，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高校的实验教学水

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在护理实验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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