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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在乳腺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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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护理在乳腺外科护理教学中应用的效果。方法：随机抽选本院近两年来纳入的乳腺外科实习生 72 例，按照随机抽样

的分组方式分为实验 A组与实验 B 组各 36例，实验 A 组采取传统带教的方案，实验 B组在传统带教的基础之上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带教的方案。

结果：实验 B组实习生学习效果、教学满意度以及综合能力评分均显著比对实验 A组更高，P＜0.05。结论：临床护理在乳腺外科护理教学中应用

的效果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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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是护理教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护理教学

模式中，教师在引领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专业素质、

提高实际操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存在教学质量上

的漏洞。在现代医学体系的背景之下，乳腺外科的医疗手段以及治疗

水平在不断地进步，传统的护理带教模式在此情况下需要做出相应的

改变以适应乳腺外科的发展变化。传统的护理带教模式中的不足包括

带教教师本身理论知识的匮乏、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的单一化、医疗

机构人员配备不合理等等问题导致带教质量不佳。为了提升教学的质

量，提高实习生的理论与操作水平，探索新型的带教模式就成了当务

之急。临床护理路径带教就是在这迫切的需求中应运而生。临床护理

路径带教不同于传统模式，在带教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

能力以及实际操作。本次研究针对临床护理路径带教模式运用在乳腺

外科护理教学中是否有显著的效果，实行分组实验，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近两年来纳入的乳腺外科实习生 72例，按照随机抽样的

分组方式分为实验 A组与实验 B组各 36例，其中实验 A组男性 2 例，

女性 34例，平均年龄为（19.23±3.21）岁，均为大专学历；实验 B

组男性 1例，女性 35例，平均年龄为（20.03±1.98）岁，均为大专学

历。为保证该实验的准确性，本院对这 72 例实习生进行了基本资料的

核对工作，均符合本院此次研究的标准。对比两组实习生的基本资料，

P>0.05。

1.2方法

实验 A组采取传统的带教模式，具体内容如下：①由本院具有带

教经验以及相关资格证书的教师组织展开教学活动；②教学内容以教

学大纲为主，以黑板教学为主要传授知识理论的方法；③由教师带领

实习生熟悉乳腺外科的环境；④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计

划包括授课时间、地点、内容等；⑤带教活动为期 4 周。

实验 B组在传统带教的基础之上，采用临床护理路径带教的方案，

具体方法如下：

成立临床路径小组：对所有带教教师进行一次护理理论以及实践

上的考核，由该领域的专家对带教教师进行考核成绩的审核。此次考

核成绩合格的教师按 5人一组的规格成立临床路径小组。小组成立之

后根据乳腺外科护理的特点，对小组内的成员进行全面的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乳腺外科、临床路径带教等专业知识。

制定临床路径表以及短期目标：带教教师和专家共同根据医院医

疗设备、人员配置、基础设施等具体情况制定临床路径表，同时还要

从实习生的实际状况、教学内容以及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制定带教的

短期目标，为实习生规划好阶段性的学习及实践的内容。

临床护理带教的实施：①在展开具体的教学以及实践活动之前，

带教教师可组织实习生进行一次思维的发散，针对乳腺外科患者的身

心状态，要求实习生尽可能多的提出会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

根据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记录，然后分组讨论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此次思维发散活动主要在于激发实习生学习的动力。②带教教师带领

实习生熟悉医院的环境、科室文化、上班制度等；讲解科室各个人员

的职责与任务；详细介绍乳腺外科护理流程。③在进行乳腺外科护理

知识的讲授过程中，可根据实习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知

识讲授之后，可进行随堂测试以了解实习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

带教教师可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监测教学的成果，如果发现实习生

的护理有问题，要及时指出并进行指导。④临床常见特征、治疗方法

的教授主要是以课堂讲学和实践教学两种方式为主，在课堂讲学中主

要是以大纲教材为主为实习生讲解，实践教学中则根据患者临床所表

现出来的具体症状详细为实习生进行讲解，并根据患者出现的症状或

是其他情况进行护理[1]。通过这两种方式，实习生可在带教两周之后

对乳腺外科的患者基本会出现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提高实习

生在实际操作中的护理水平。⑤带教的第二周，实习生要掌握乳腺外

科样本采集的方法，除了模拟采集，教师可根据查房时的具体情况指

导实习生进行采集。带教教师带领实习生熟悉乳腺外科常用的仪器，

并具体指导实习生对仪器进行操作，掌握仪器的使用方法以及适用的

人群。同时实习生在教师的实践指导下，掌握静脉输液、无菌操作、

肌肉注射等基础操作。⑥对于乳腺外科患者常用的药物，带教教师可

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其适用的症状及禁忌症，也可在带教教师带领实习

生进行查房时结合具体患者的症状进行教授。⑦乳腺外科时有进行手

术的患者，带教教师可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就术前术后的护理知识以

及相关的注意事项对习生进行讲解。⑧护理文件的书写与整理，带教

教师组织课堂讲授护理文件书写的内容、格式以及注意事项，可组织

一次教学查房，考察实习生是否具备独立书写护理文件的能力[2]。⑨

评估教学质量，在为期四周的带教活动结束之后，带教教师安排一次

全流程的乳腺外科的查房及护理测试，综合考量实习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以及处理意外状况发生的能力。结合实际操作的测试再组织一次笔

试，查看实习生护理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建立评价机制，对两

次测试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价，针对学习效果差的学生，带教教师教

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导教学。

临床路径的教学方法：①分组学习：带教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特

点，合理组建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人员应控制在 3~5人的范围内。

小组成员在每日教学活动之后，根据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

讨，对于不确定的部分可进行资料的查阅或是询问教师。小组的优点

在于凝聚实习生的学习能力以及组织能力，提高实习生的学习效果。

②案例教学：教师根据乳腺外科的特点，实施案例教学，进行小组讨

论。对于乳腺外科临床护理的特殊性来讲，案例教学能够涵盖丰富的

理论以及实操知识，帮助实习生了解乳腺外科护理的重点，同时又能

使实习生运用所学的护理知识去分析案例[3]。小组之间就案例的分析

展开具体的讨论，能够进一步加深实习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

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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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软件，以 t 进行检验，若 P<0.05则代表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实习生学习效果情况对比

根据研究论证发现，B组实习生的学习效果明显更高，与 A组有

着极大的差异 P<0.05，具体情况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两组实习生学习效果情况对比[n，x�±s]

组别
例

数

理论知识成

绩

临床操作成

绩

案例分析成

绩
总成绩

实验

A组
36 51.08±2.29 14.25±1.31 13.05±1.12 81.55±2.85

实验

B 组
36 54.15±2.68 17.61±1.07 16.29±1.54 88.21±2.46

t 5.874 7.125 9.427 10.086

P ＜0.05 ＜0.05 ＜0.05 ＜0.05

2.2两组实习生对教学工作满意度的对比

根据研究数据可知，实验 B组实习生在带教活动之后对教学的满

意度高于实验 A组，差异较大，P<0.05详细见表 2-2：

表 2-2 两组实习生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 A组 36 8 20 8 28（77.77%）

实验 B组 36 12 22 2 34（94.44%）

t 8.086

P ＜0.05 ＜0.05 ＜0.05 ＜0.05

2.3两组实习生综合能力评分对比

对两组实习生的综合能力评分做出比较，可根据对比数据发现，B

组实习生学习的积极性、创新意识等都比 A组高，与 A组差异极大，

P<0.05，具体如表 2-3所示：

表 2-3 两组实习生综合能力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利用学习

新知识及

新技能

学习兴趣

及学习积

极性

创新

意识

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自学

能力

实验

A组
36

8.25

±0.13

8.14

±0.22

8.09

±0.14

8.28

±0.42

8.52

±0.23

实验

B 组
36

9.17

±0.26

9.21

±0.13

9.09

±0.06

9.24

±0.35

9.47

±0.41

t 23.45 21.015 15.172 16.008 19.63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乳腺外科的发展促使乳腺外科的护理更规范化、系统化，这同时

也给传统的带教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带教模式更加注重教学

的结果，而在过程中忽略了重要的实操部分，使得实习生在带教之后

进入工作岗位时无法完全胜任其职责。对于即将步入医院工作的实习

生来说，传统的带教模式无法满足实习生的实习质量要求，越来越多

的患者对护理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临床护理人员的迫切需

求促使传统模式的转变，在不断的改进、创新过程中，带教的质量不

断上升，临床路径带教的模式也就这样诞生在临床护理带教的不断发

展中。不同于以往的模式，临床路径带教改变了传统模式中师生之间

僵化关系，使得实习生在带教的过程中上手操练的机会更多，师生之

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较之更多[4]。同时，临床路径带教小组的成立，也

提升了带教团队的专业性，改变了传统模式中带教教师本身理论知识

缺乏的情况。临床实践是护理教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

护理教学模式中，教师在引领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专

业素质、提高实际操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存在教

学质量上的漏洞。在现代医学体系的背景之下，乳腺外科的医疗手段

以及治疗水平在不断地进步，传统的护理带教模式在此情况下需要做

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乳腺外科的发展变化。传统的护理带教模式中的

不足包括带教教师本身理论知识的匮乏、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的单一

化、医疗机构人员配备不合理等等问题导致带教质量不佳。

临床路径带教的模式首先要求成立临床路径带教小组，同时根据

每个实习生的特点详细制定带教的计划以及短期内的目标。在教学的

过程中，带教教师发散实习生的思维、激发其学习的动力。在教学过

程中，教学的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改动。实习生分为

小组进行学习，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实习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改变了被动机械的教学模式。临床路径带教小组根据乳腺外科

护理的特点，规范护理流程和模式，围绕教学的重点，合理地为实习

生安排教学内容展开系统化的教学。该模式能够充分调动了实习生的

积极性，改变了实习生初入工作岗位时自卑害怕的心态，建立了良好

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实习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创新能力[5]。

本次研究所得出的数据结果显示了实验 B组实习生在创新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学习兴趣等方面均高于实验 A组，说明临床路径带教

模式在乳腺外科护理人员的培养中比传统模式更具有有效性，同时也

弥补了传统带教模式中过程枯燥、内容单一等不足之处。其教学成果

也是非常明显的，B组实习生的理论成绩和实操成绩都高于 A组的实

习生。B组实习生在带教过程中的体验感也是好于 A组，对带教工作

质量的满意度也高于 A组。

总而言之，推行临床路径带教模式，能够切实保障实习生的实习

质量，提升带教的质量，同时还可以有效提高实习护士的理论知识储

备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带教满意度，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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