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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训练法应用于新护士岗前操作技能培训中的效果评价 
陈远兰 

(鹰潭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  江西鹰潭  335000） 

摘要:目的：探讨点评训练法应用于新护士岗前操作技能培训中的效果。方法：在选择新入院的护理人员时，将时间范围规定为 2022 年 4

月-2024 年 1 月，在确定本研究对象的主要例数时，将 40 名作为总人数，在确定本研究对象的分组方式时，将电脑随机法作为主要方式，

20 名为两组平均人数，常规岗前培训及常规联合点评训练法为两组护理人员需要接受的培训方式，观察两组培训后核心能力评分情况、培

训满意度情况。结果：在比对指标后发现，试验组较对照组显著更优，P<0.05。结论：点评训练法应用于新护士岗前操作技能培训中具有

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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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对于护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渴望接受到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对

于护理人员而言，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实践操作能力，

并且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从而能够满足上述要求[1]。对

于新护士而言，由于其未能够对医院新环境快速适应，

加之缺少与医生、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交流，无法充分

发挥自身的作用；同时由于不同护理人员接受不同的职

业教育，导致其护理能力、对于护理工作的态度存在较

大的差异性，对此需要采取良好的措施对新护士实施岗

前操作技能培训[2]。过去带教教师多采取常规岗前培训模

式，然而却未能够获得理想的培训效果[3]。当前带教教师

开始在常规培训模式基础上联合使用点评训练法实施培

训，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其综合能力，并改变其对护理工

作的错误认知，最终可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护理服务[4]。本

研究将对点评训练法的作用与价值予以如下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选择新入院的护理人员时，将时间范围规定为

2022 年 4 月-2024 年 1 月，在确定本研究对象的主要例

数时，将 40 名作为总人数，在确定本研究对象的分组方

式时，将电脑随机法作为主要方式，20 名为两组平均人

数。均为女性。在确定两组的平均年龄时，将（25.2±0.3）

岁、（25.5±1.3）岁作为规定平均值。纳入标准：①均为

新入院护士，且均有护士执业资格证；②完全自愿加入

到本研究中。排除标准：中途退出研究或失联的护士。 

1.2 方法 

常规岗前培训为对照组护理人员需要接受的方式，

由护士长利用常规的口头宣教与演示方式进行培训；并

为其布置相关的实践操作任务，使其独立完成，之后对

其进行考核，直至符合岗位要求。 

常规联合点评训练法为试验组护理人员需要接受的

方式：（1）培训计划。选取两名具有丰富经验与较高能

力的带教老师作为培训人员，在培训前护士长需要联合

管理人员共同对带教教师的教资质与沟通表达能力实施

严格的考察，并综合分析其心理素质与和业务素养；将

培训时间常规定为 1 个月，并于最后 1 周对护理人员实

施严格的考核。（2）培训方式。在对护理人员实施培训

前，带教老师需要将护理人员平均分成两个小组，分别

由 1 名带教教师进行带教培训，以便能够有效的减轻带

教压力。随机抽取 1 名护理人员使其进行相关的操作演

示，再此过程中带教教师需要告知小组其他成员认真观

看，待其演示完毕后，其他小组成员需要对其中存在的

错误与不足之处进行及时提出与纠正。之后使下一名护

理人员继续按照上述步骤进行演示，并由其他组员进行

评价，直至所有成员均完成演示。在进行第二天的操作

演示前，带教教师需要提前选取相关的项目，并且在每

天的培训课程结束后需要对小组成员的操作演示进行最

后的总结，并且还需要使小组成员进行发言，以使其指

出操作过程中的要点与难点，分享心得，从而能够更好

的提升技术的规范性、统一性、准确性。（3）考核评点。

在考核阶段，两名带教教师需要共同对护理人员进行监

考，对其各项操作进行现场打分，并对其存在的不足及

时进行指出与讲解；最后对所有护理人员的考核成绩进

行汇总，对于考核合格的护理人员可使其进入工作岗位，

对于不合格者，需要再次实施讲解与考核，直至所有护

理人员均考核通过。 

1.3 观察指标 

①两组培训后核心能力评分情况。 

②培训满意度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导入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 sx ± )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以率（%）的形式表示，

分别使用 t 与 x2 方式进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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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组培训后核心能力评分比较 

在比对指标后发现，试验组较对照组显著更优，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培训后核心能力评分比较（分） 

组别 
病情观察

能力 

抢救配合

能力 

感染预防

与控制能

力 

主动求援

意识 

批判性思

维 

沟通与合

作能力 

实际操作

能力 
创新能力 

心理护理

能力 

冲突防范

与应对能

力 

总分 

对照组

（n=20） 
4.72±1.21 

5.01±

1.51 

5.61±

1.19 
6.01±0.72 5.87±1.06 

6.91±

0.54 

6.09±

0.76 

4.71±

1.43 

4.81±

1.12 

4.82±

1.21 

74.56±

10.75 

试验组

（n=20） 
8.64±1.09 

8.79±

0.98 

7.82±

2.01 
9.01±0.21 9.09±0.19 

8.21±

0.91 

8.17±

1.05 

7.91±

2.21 

8.01±

1.06 

7.86±

1.81 

83.51±

11.52 

t 10.765 9.391 4.231 17.889 13.372 5.494 7.176 5.437 9.280 6.244 2.54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5 

2.2 观察比对两组护理人员的培训满意度 

在比对指标后发现，试验组较对照组显著更优，

P<0.05，见表 2。 

表 2 观察比对两组护理人员的培训满意度[n（%）]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n=20） 
3（15.00） 11（55.00）6（30.00） 14（70.00）

试验组

（n=20） 
15（75.00）4（20.00） 1（5.00） 19（95.00）

x2 14.546 5.227 -- 4.329 

P 0.000 0.022 -- 0.037 

3.讨论 

近年来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进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

不断提升，人们对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

新版《护士条例》中的内容进行解读发现，医院需要定

期招收大量新护士，以确保其能够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护

理服务。然而通过实际观察发现，新护士刚从学校毕业，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已掌握了相应的护理理论知识，

然而在学校中却未能够进行较多的实践，导致其在进入

护理工作岗位后无法有效的提升护理效率与质量[5]。面对

该种情况，需要对新护士实施良好的培训。 

当前诸多医院的护士长联合管理人员开始积极运用

点评训练法。该种方式主要通过一名护理人员实施演示

操作，由其他护理人员进行仔细观看，在所有护理人员

均完成演示操作后，组织其进行集体讨论，以便能够对

演示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明确，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

见[6]。与传统的培训模式相比，该种方式能够对新护士的

主观能动性进行充分调动，并且能够有效的“转变”新

护士的身份，使其从被评估者转变成为评估者，不仅有

效的提升了新护士的参与度，同时还能够在较大程度上

使传统培训模式的不足与缺陷获得弥补，实现双重学习
[7]。除此之外，在运用该种方式进行培训时，新护士的动

手操作能力及观察能力、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等相关核

心素养获得显著的提升，使其心理素质获得良好的锻炼，

最终获得良好的培训效果。通过结果可知，试验组培训

后核心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培训满意度也明显

较高，提示点评训练法能够发挥较高的效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点评训练法应用于新护士岗

前操作技能培训中具有良好的效果，被视为首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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