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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师资培训需求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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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临床护理教师教学培训需求并分析相关因素，为制订合理的师资培训计划提供依据。方法：自行设计教学培训需求问卷，

抽取来自全国 73名各科室临床护理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临床护理教师喜欢的培训频率是半年一次（38.4%）或一年一次（32.9%），最希望

得到培训的内容是：教学计划制定（71.2%）、授课技巧（68.5%）、教学方法（61.6%），喜欢的培训方式是：案例分析（79.5%）、经验交流（79.5%）、

情景模拟（78.1%）、教学观摩（76.7%）、小组协作学习（72.6%），最喜欢的培训考核方式是小组考试（89.0%），培训内容中的教学管理、教

学科研方法、教学方法、PPT课件制作、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授课技巧与学历、职称、护理工作年限及教学工作年限有一定的相关关系（P＜0.05）。

结论：护理师资培训的培训频次不宜过多，课程设置应考虑教师背景，按需设置，培训及考核方式应多样化，注重教师学习的主动性及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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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教师是护生实习过程中的重要支持系统，且为学生专业

自我概念形成的重要影响人士[1]，是完善护理教育的主要力量。护理

学科的发展在教育，教育的发展在教师，带教老师的选拔与培训是保

证临床护理教学质量的关键[2]。加强临床护理师资培训，培养具有全

面教学能力的护理教学骨干，对提高临床护理师资队伍素质，保证护

理临床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文献表明基于培训需求调查实施具有

针对性内容的师资培训，其培训满意度往往较高[3-5]。本研究于 2018

年 5 月调查某三甲医院组织的全国护理师资培训参与者，旨在了解其

师资培训需求，以期能更好地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抽样调查，来自安徽、四川、辽宁、福建、广西、贵州、湖南、

厦门、山东、浙江 10个省 46家医院推荐且自愿报名参加师资培训的

临床骨干护理教师 73名，共发放问卷 73份，回收 73份，回收率 100%，

剔除调查问卷资料缺失 20%条目者，有效问卷 73份，有效率 100%。

纳入标准：①具有临床带教资质的护理教师；②考聘合格的护理教师；

③至少从事临床教学一年；④现从事护理临床教学工作；⑤自愿配合

调查者。排除标准：①未考聘合格的护理教师；②现未从事临床教学

工作；③不愿配合调查者。

1.2研究工具

自行设计教学培训需求问卷，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独立完成，

现场收回。问卷分 2部分内容，第 1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第

2部分为培训需求，包括师资培训组织频率、参加培训目的（6种）、

培训方式（11 种）、培训内容（14种）及考核方式（5 种），表中列

出多种不同的选项，调查对象可进行多项选择，并添加“其他”一栏，

可填写选项以外的需求。

1.3统计分析

资料采用 SPSS17.0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学描述、Spearman

秩相关，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来自全国 46家二甲及以上医院，其中三甲医院 27家，

占 58.7%，四川省内医院 37 家，占 80.4%。调查对象共 73名，来自内

科、外科、儿科、妇科、产科、急诊、ICU各临床科室，带教学生包括

实习生、规培学员、进修生和专科护士。其中女 71名（占 97.3%），

男 2 名（占 2.7%），兼职教师 69名（占 94.5%），专职教师 4名（占

5.5%），大专学历 13 名（占 17.8%），本科学历 54名（占 74.0%），

研究生学历 6名（占 8.2%），初级职称 30名（占 41.1%），中级职称

30名（占 41.1%），高级职称 13名（占 17.8%），年龄在 34.32±6.33

岁，护理工作年限 13.04±7.57年，教学工作年限 5.96±5.06年。

2.2培训需求

所有调查对象均认为有必要对临床护理教师进行教学培训，在培

训频率方面，38.4%的教师认为半年一次师资培训为宜，32.9%认为一

年一次为宜。在培训考核方式方面，89.0%的教师喜欢小组考试，其次

依次是在线理论考试（41.1%）、工作坊（38.4%）、项目汇报（32.9%）

及个人考试（17.8%）。在培训内容方面，教师最希望的培训内容是教

学计划制定（71.2%）在培训方式方面，教师最喜欢的培训方式是案例

分析（79.5%）和经验交流（79.5%）。

2.3培训内容需求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经 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14条培训需求中，教学管理与职称、

教学科研方法与教学工作年限、教学方法与职称、护理工作年限、教

学工作年限呈正相关关系（P＜0.05），PPT课件制作及信息技术的教

学应用与学历、授课技巧与教学工作年限呈负相关关系（P＜0.05），

见表 1。带教经验分享、人文知识、教师素养、学习需求评估、教学

计划制订、教学活动组织实施、教学评价方法、教育理论与人口学特

征无显著相关性（P＞0.05）。

表 1 临床护理教师教学培训内容需求与各因素相关性分析

*在置信度（单侧）为 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置信度（单侧）为 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3 讨论

3.1根据教师背景，按需设置培训内容

调查结果显示，希望培训的内容选择最多的前 5项依次是：教学

计划制定（71.2%）、授课技巧（68.5%）、教学方法（61.6%）、带教

经验分享（56.2%）、教学评价方法（54.8%）。教学管理与职称、教

学科研方法与教学工作年限呈正相关（r=0.206，r=0.216，P＜0.05），

授课技巧与教学工作年限呈负相关（r=-0.307，P＜0.001），初中级职

称及刚从事教学工作不久的教师可能更加关注自身教学能力的提高，

如教学设计、授课技巧、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方法等，以胜任临床教

师的角色，对教学管理和教学科研的需求较少，在高级职称与从事较

长带教工作的教师中，要注意其对教学管理和教学科研方法的培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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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调查发现教学方法与职称、护理工作年限、教学工作年限呈正相

关（r=0.195，r=0.333，r=0.345，P＜0.05），可能由于职称越高、工作

和从事教学越长的教师，虽然教学经验及授课技巧较丰富，但教学方

法可能会遇到“瓶颈”，临床教学从事越久，对增强学生兴趣及自主

性、又能达到较好教学效果的创新型教学方法需求越大。值得注意的

是，研究发现 PPT课件制作和信息技术的教学应用与学历呈负相关

（r=-0.272，r=-0.220，P＜0.05），可能与学历越高的教师对这部分知

识和能力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有关，因此建议在师资培训时，可以充

分发挥高学历护理教师的优势，让其成为培训教师的培训师，将其培

养为教育教学队伍中的中流砥柱。因此在制定培训计划时，要充分考

虑学员的职称、学历、护理工作年限及教学工作年限等背景，以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2培训方式要多样，加强参与式主动学习

在培训方式需求调查中发现，教师对案例分析（79.5%）、经验交

流（79.5%）、情景模拟（78.1%）、教学观摩（76.7%）、小组协作学

习（72.6%）需求率较高。经验交流与教学观摩更偏向于传统的“看中

学”“一言堂”“灌输式”的教学形式，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与小组

协作式学习是自主性和参与性较高的培训方式。案例分析是指教师给

特定的临床护理教学实际案例，通过其对案例的讨论分析，掌握相关

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情景模拟则主要应用于实践演练，利用模拟

人和监护仪等，增加演练的真实感，最大程度地在培训过程中模拟实

际临床情境[6]，可呈现教学实践的实施过程，这两种方法能够有效地

将教学理论与临床教学实际相结合。小组协作式学习能提高学员的参

与性，小组讨论的教学策略有利于调动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加强沟

通及解决问题的能力[7]。研究表明，在师资培训中基于 PBL的参与式教

学模式，具有以学习者为主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理论

知识和技能，利于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加[3]，因此

笔者建议在传统讲授型培训方式的基础上，在培训过程中结合多种培

训方式，引入实践性强、参与度高的培训方式，提高教师学习的自主

性，以达到最佳的培训效果。

3.3培训频次要适宜，培训考核方式可创新

本次调查发现，大部分临床护理教师倾向于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

师资培训为宜，临床护理教师通常是“双师型”教师，既要从事临床

护理实践活动，又要从事护理教育工作，因此针对临床护理教师的教

学培训，需考虑教师的临床工作和时间，培训频次不宜过于频繁，建

议每年不超过两次。在培训考核方式方面，本研究发现 89.0%的教师

喜欢小组考试，其次依次是在线理论考试（41.1%）和工作坊（38.4%），

建议在培训考核时可用非标准化答案考核替代传统的理论考试，以考

核教师的教学能力为主，建立基于胜任力的护理教师的考核体系，对

临床护理教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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