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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应用于心内科护理教学方法的设想
孙 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临床路径在心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实施措施，进一步提高心内科护理教学质量。方法：选取 2021级 120

名心内科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名。对照组实施传统带教方法，观察组实施临床路径带教方法。

比较两组护理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的理论考试成绩、操作考试成绩以及护理带教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护理实习生理论考试成绩为

（95.21±2.14）分，操作考试成绩为（94.31±1.04）分，明显高于对照组，t值分别为 10.3241、9.3178；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带教

满意度为 96.7%明显高于对照组，X2=10.2745，（P<0.05）。结论：临床路径应用于心内科护理教学中可以起到显著的教学效果，

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带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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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clinical pathways in the teaching of cardiology nursing, a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rdiology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ardiology nursing interns in the class of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60 people each.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the clinical path tea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operational examinatio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ursing instructo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shi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test score of nursing inte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1±2.14) and the operational test score was (94.31±1.0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values

were 10.3241 and 9.3178, respectivel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inte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7%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X2=10.2745, (P<0.05). Conclusion:The clinical path applied to the teaching of cardiology nursing can play a significant

teaching effect,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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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教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临床教学，临床教学可

促使护理实习生将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具体实践

结合在一起，能加深护理实习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入理解。传统

护理临床带教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导致临床护理带教质量普

遍不高，难以充分调动起护理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抑制了护

理实习生思维创造能力，长此以往护理实习护生主观能动性得

不到培养。临床路径作为新型医疗护理模式，心内科护理教学

中应用临床路径落实护理实习生的带教任务可以解决以往带

教模式存在的不足，显著提高心内科护理带教质量[1]。因此本

文选取 2021级 120名心内科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临

床路径在心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实施措施，以便可以进一步提高

心内科护理教学质量。所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1级 120 名心内科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名。对照组男女比例 3:57，最小

年龄 19岁，最大 22岁，平均（20.10±1.03）岁；观察组男女

比例 4:56，最小年龄 18岁，最大 23岁，平均（21.02±1.01）

岁。实习时间均为六周，都是本科学历。两组护理实习生一般

资料差异不大，（P>0.05）无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带教方法，心内科带教老师通过传帮带教

学方式将本科室基本知识传递给护理实习生。观察组实施临床

路径带教方法，一是成立临床路径带教小组，明确指出临床路

径带教人员，选出临床路径带教小组组长，在组长的带领下落

实对本组护理实习生的心内科带教工作。每项带教内容结束

后，带教老师需要与临床路径带教小组组长沟通交流，指出带

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临床路径带教小组组长根据护理实习生

反馈的意见，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确保整个临床路径带

教计划可以有效落实；二是制定临床路径教学基本框架。临床

路径带教老师共同研究教学大纲内容，熟练掌握教学大纲要

求，根据心内科带教特点和其他带教老师给出的建议，初步制

定临床路径带教大纲[2-3]。该环节临床路径带教组长要主动与护

理实习生交流，了解护理实习生对带教方式、教学内容以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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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排便方式的要求，确保初步拟定的临床路径带教计划的合理

性；三是临床路径带教老师一起商讨制定教学方案。教学方案

需要以临床路径为原则，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并根据心内科

实际特点制定。临床路径带教老师要在六周时期期限内进一步

细化带教内容，确保每项带教内容有专人负责；四是严格落实

临床路径带教计划。临床路径带教老师要落实对护理实习生的

入科宣教，将心内科病区环境布置情况、科室规章制度、科室

收治范围、心内科常见治疗方式、常见治疗药物、常见护理操

作等注意事项告知护理实习生，整个入科宣教要细化开来，注

意宣教形式的灵活性。临床路径带教老师要根据心内科特点细

化基础护理知识、基础护理技术以及专业护理知识三方面的内

容，可以将其细化为二十个小知识点，并根据难易程度将二十

个知识点分配给负责临床路径带教的十二名不同资质的带教

老师，确保每位带教老师专业负责具体项目。每个知识点要规

定好带教时间，在规定带教时间内完成制定的带教任务。组长

可以将临床路径带教方案提前发放给护理实习生，这样方便护

理实习生提前了解带教进程，提前预习。参与临床路径教学的

带教人员要严格按照教学方案落实教学任务，结合临床实际工

作开展对护理实习生的示范性教学。对于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

成带教任务的人员组长要查明原因，并制定解决方案，确保带

教任务可以顺利完成[4-5]。带教老师要针对每项带教内容全面分

析，对护理实习生预先评价，找到带教过程中的薄弱点以及护

理实习生存在的共性问题，有目的开展带教任务。整个临床路

径带教过程需要组长全面监督，对带教老师情况客观性评价。

比如心内科基础护理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测量患者血压。临床

路径带教老师落实对护理实习生该项带教任务时可以从以下

方面罗列带教内容，一是指导护理实习生掌握测血压的正确方

法，明确四定标准和意义；二是熟练掌握血压正常值；三是学

会正确填写血压记录单，并掌握异常血压的正确处理方案；四

是熟练掌握高血压危象和高血压脑病的概念。带教技术后以出

科考试的方法评价教学效果[6-7]。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实习生实习结束后的理论考试成绩、操作考

试成绩以及护理带教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用 SPSS19.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x2检验，（%）

表示；计量资料 t检验，（ sx  ）表示；数据比较显著差异且

有统计学意义用 P＜0.05表示。

2 结果

2.1两组护理实习生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观察组护理实习生理论考试成绩为（95.21±2.14）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t=10.3241，（P<0.05），有统计学意义。详见

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实习生理论考试成绩比较（n， sx  ）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

对照组 60 84.01±3.04

观察组 60 95.21±2.14

t 10.3241

P ＜0.05

2.2两组护理实习生操作成绩比较

观察组护理实习生操作考试成绩为（94.31±1.04）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t=9.3178，（P<0.05），有统计学意义。详见

表 2。

表 2 两组护理实习生操作成绩比较（n， sx  ）

组别 例数 操作成绩

对照组 60 83.00±2.04

观察组 60 94.31±1.04

t 9.3178

P ＜0.05

2.3两组护理实习生带教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带教满意度为 96.7%明显高于对照组，

X2=10.2745，（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实习生带教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60 15 25 20 66.7

观察组 60 45 13 2 96.7

X2 10.2745

P <0.05

3 讨论

心内科传统带教模式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临床教学环境

难以满足带教需求，护理人员肩负的工作压力较大，繁重的工

作会对临床教学带来一定影响。参与临床护理工作的人员学历

层次不一样，教学水平也不持平。临床教学方式存在很大程度

的落后性，部分带教老师过分关于操作，忽视了对护理实习生

理论知识的讲解，导致护理实习生对知识点理解不深入[8-9]。有

些临床带教老师采取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刻板，难以做到因材

施教，直接降低了护理实习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针对心内科

传统临床带教方式存在的诸多问题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解决[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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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实施临床路径带教方式，此

种带教方式主要具备以下特点。一是临床路径带教方式有明确

的教学目标，整个带教过程更具针对性，带教老师可以针对护

理实习生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开展带教工作，制定带教计划

[12-13]；二是临床路径带教方式可以对带教老师自身行为起到规

范作用，能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心内科护理工作较为繁重，如

果带教老师边工作边教学，难以确保带教质量。而临床路径带

教方式可以程序化管理教学内容，带教老师知道什么时间该讲

述什么内容，应该采取何种带教方式，极大程度避免了传统带

教的盲目性，减少了带教内容被遗漏的情况；三是临床路径带

教方式使得教学内容更具系统性，护理实习生可以系统化了解

心内科专业疾病特点，帮助护理实习生搭建起系统性的临床知

识结构。

综上所述，临床路径应用于心内科护理教学中可以起到显

著的教学效果，可以推广应用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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