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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临床带教在感染科中的应用 
韦冬玲  潘韦兰  韦红霞 

(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  广西河池  547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感染科临床护理带教中运用规范化带教模式后的应用效果。方法:我科从 2021 年开始运用规范临床带教管理模式。随机选

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我科实习的临床护生 100 名作为对照组，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同期如科实习的护生 100 名作为

观察组。回顾性分析对比两组护士学生的实习成绩及对临床带教老师的评价。结果: 观察组护生的理论及操作考核成绩、护理病历书写、

护理查房、小讲课评分及对临床带教老师综合素质的评价均高于对照组(<0.05) 。结论: 临床带教中运用规范的带教管理模式能使实习护生

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明显提高。临床带教老师的专业素质也得到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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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护理事业的蓬勃发展，护理教学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

挑战[1]。临床教学是护理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2016-2020）》指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加强护教

协同，强化临床实践教学[2]。为此，为提高临床护理带教质量，提

升护士学生（简称护生）的综合素质,我科在医院护理部的正确领导

下，从 2021 年开始实施临床带教管理方法改革，逐步形成规范化

的临床带教管理模式。为探讨规范化临床带教管理模式在我科的应

用效果，笔者通过科教科提供的数据，调查规范临床带教管理前后

实习护生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及对临床带教老师专业素质的

评价，为进一步提升临床带教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我院感染科实习的护士学生

100 名为对照组，选取 2021 年 7 月～2022 年 10 月同期如我科实习

的护生 100 名为观察组，对照组 100 名中，男护生、女护生分别为

10 名和 90 名；年龄 18~21 岁，平均年龄为（18.89±1.21）岁；

本科生 15 名，大专生 55 名，中专生 30 名；观察组 100 名中，男

护生、女护生分别为 9 名和 91 名；年龄 18~22 岁，平均年龄为（18.90

±1.40）岁；本科生 16 名，大专生 54 名，中专生 30 名，两组护生

的一般资料，可对比研究（P>0.05） 

2 实施方法 

2.1 对照组 常规临床护理带教模式：岗前培训、入科宣教，各

级带教老师根据实习大纲带教，并分组跟随资历经验丰富的护士和

护师进行临床实践。 

2.2 观察组  进行规范化的临床护理教学管理模式，同时结合

实习同学的实际情况实施带教。 

2.2.1  规范化管理  由“教学院长—护理部—护理教学管理委

员会”三级管理模式统筹安排。临床科室设教学组长，其职责为协

助护士长完成教学工作计划、实习生的培训及实习生考核等，在教

学业务管理上形成护士长—教学组长—临床带教教师三级管理模

式。 

2.2.2 规范化培训  护理部根据各大专院校的教学大纲要求，

同时结合我院临床护理工作，制订实习生进入临床需进行相关的培

训。（1）岗前培训：培训内容从医院概况、护理常规、医疗纠纷

及护理差错的防范、护理安全防范、护士职业礼仪及沟通技巧、实

习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系统培训。（2）专题讲座：制订每月 1 次

的专题讲座。授课老师由各科护士长、资深的带教老师及相关护理

专家等组成；内容包括护理职业道德、护理安全、护理程序、健康

教育、护患沟通技巧、护理伦理及各专科护理发展动态等。（3）

科室小讲课：科室护士长及教学组长安排科室讲课，每周 1 次；讲

课内容包括专科常见病、多发病相关知识、专科技术操作、专科仪

器的使用与维护、整体护理在专科的应用、专科健康教育等。 

2.2.3 规范化带教  严格落实《临床带教老师管理办法》，对符

合“临床护理带教老师资质的申请条件”的老师方可以聘任上岗；

同时规范临床护理带教老师的职责；定期对带教教师进行师资培

训，项目包括授课技巧、技能操作、礼仪素养、法律法规等内容；

对授课教师的教案、技能操作培训流程等均作统一要求，以保证带

教的一致性。 

2.2.4 规范化督导  根据我院《实习生教学手册—教学护士专

用》及《实习生教学手册—学生用》要求，严格落实督导工作。护

生转科前必须通过临床科室的理论考试、专科操作考核，对护生在

科室实习情况包括考勤、理论、操作考核成绩、实习表现等进行综

合评定，登记在《护理实习生手册》中，护理部及护理教学管理委

员会成员不定期质控检查及抽查手册的填写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进

行反馈与改进。 

2.2.5 规范化评价  实施“双向评价”：对护生的评价包括平时

考评与终末考核相结合。平时考评包括着装仪表、学习态度、服务

态度、操作能力、劳动纪律、主人翁意识等方面；对带教教员评价

包括敬业精神、服务态度、专业水平、言传身教、表率作用、关心

同学、带教能力等方面。 

3 评价方法 实习结束后对两组实习护生进行理论与操作考

核，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教师就同样内容进行考核。 

3.1 理论考核包括专科理论知识、专科操作技能、护理病历书

写、护理查房、小讲课能力。 

3.2 满意度调查  采用护理部制定的《带教工作质量满意度评

价表》，调查护生对带教满意度评价。包括对带教老师的理论知识、

职业素质、教学方法、沟通能力、教学态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

一般、不满意，统计非常满意、满意的护生数。 

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6．0 套装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 t 检验或卡方检

验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 

2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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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组护生实习期间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护理病历书

写、护理查房、讲课能力评分对比( 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生实习期间理论、操作考试成绩对比( x±s)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护理病

历书写 
护理查房 

 小讲课

能力 

对照组 150  
81.23±

2.37  

 83.13±

2.42 

 82.21±

1.30 

82.25±

2.15 

83.23±

4.02 

观察组 150 
92.16±

2.34  

91.48±

2.18 

 89.23±

4.78 

90.45±

3.56 

 91.16±

1.79 

t 值  11.342 10.231  9.987 9.315  9.245 

P 值   0.012 0.014   0.017  0.013   0.021 
2.2 两组护生对临床带教老师的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对带教老师

的理论知识、职业素质、教学方法、沟通能力、教学态度，结果为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生对临床带教老师的评价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150  50(33.33) 72(28.00) 30(20.00) 8(2.56)  122(81.33) 

观察组 150 80(53.33) 60(28.00) 9(6.00)  1(0.66) 140(93.33) 
t 值      3.980 

P 值      0.021 

3 讨 论 

临床实习是护理教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是护生树立

服务意识、养成专业素质、提高技术水平和培养工作能力的综合性

关键环节[3]。在临床实习中，高质量、优素质的临床教师队伍是提

高临床教学质量的关键[4]。因此,我们科在医院护理部的正确领导下，

通过对临床护理教学管理工作进行改革,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

化临床护理教学管理模式。实施后结果表明，用规范化临床护理教

学管理模式对护生进行教学，无论是理论考试、操作考核、护理病

历书写、护理查房水平均明显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组（对照组）(P

均<0.05)；护士学生对临床带教老师的专业素质评价也显著高于对

照组(P 均<0.05)，表明规范的临床带教管理，能使临床教学质量明

显提升。在护理部及分管院长的带领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我院感

染科的护理教学逐步形成系统的临床带教管理模式。 

3.1 通过岗前整体素质教育，使护生对护理工作有初步的了解，

认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和护士所肩负的重任。护生经过岗前培训

进入临床实习后，基本能较快适应从护生到护士的角色转换，避免

了因人际关系变化而产生的恐惧感，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周到

的服务态度出现在患者面前[5]。房润碧等研究认为[6]，规范化岗前培

训是一个提高新聘护士对新工作环境的认知能力与适应过程，加速

了新聘护士进入护理角色的速度，为今后的优质护理服务奠定基

础，与本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3.2 通过对临床带教老师的选拔及聘任上岗、严格的教学培训，

组建了一支带教经验丰富、热爱护理教学事业、专业素质高的临床

带教队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良好地激发了护理人员的带教积极性
[7]。有调查发现[8]，随着护生素质教育的提升，护生对带教老师的要

求也日益提高，可能原因为护生现多为独生子女，生活环境优越，

居家普遍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从实习笔记中可看出，大多护生无法

接受的老师严厉的要求，不少带教老师反映带教压力大，个别教学

组长、带教老师提出不再继续带教。因而，如进一步提高临床带教

老师核心能力，加强师生的沟通交流，更好地调动护生与带教老师

的积极、主动性，促进教学相长，是护理教育者、管理者需要不断

探索与研究的课题[9]。 

3.3 通过带教教师和护生双向评价后，发挥了师生双方的主观

能动性。通过带教质量信息反馈，使临床带教教师认识到自身素质、

专业素质、工作态度、言谈举止均会对护生产生重要影响。使带教

教师时刻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形象；激发

带教教师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积极钻研业务，坚持业余学习，努

力提高自身理论与操作技能水平，探索先进的带教方法.侯军艳,段

晋燕等[10]研究认为，教师与学生双向评价，达到指导教育改革、提

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的目的，从而使临床带教更规范、安全、科学。 

总之，实施规范化临床护理教学管理模式后，临床护理教学组

织管理体系和教学管理制度进一步得到健全，教学活动内容也得以

丰富和拓展，教学过程中的监督机制更为科学合理，临床护理带教

师资队伍实践经验和能力素质也得到明显提升。实践证明，规范化

临床护理教学管理模式是一项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值得借鉴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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