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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ISC 性格匹配的护理带教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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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陕西西安 710032 ）

摘要：为有效提高护理带教质量，充分激发学员潜质、培养优质护理接班人，本文以某军队院校附属医院骨科 2018年 7月-2020年 1月 88
名实习学员为研究对象，在 DISC性格测试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学员与教员一对一性格互补的匹配带教方式，研究了护理带教过程中较优的

性格配对方式并与传统带教模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相比传统带教模式，DISC性格配对带教模式下，学员出科成绩普遍优于传统带教模

式，而在不同性格配对模式下，IC配对组学员出科成绩最佳，职业素养更优秀；其中学员综合素质是影响学员出科成绩差异性的主要因素。

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创新性，为优化护理带教方式，提高带教效果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关键词：DISC 性格测试;性格配对;护理带教。

DISC 是一种“人类行为语言”，其基础为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莫

尔顿·马斯顿博士（Dr.WilliamMoultonMarston）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的研究成果，现在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最为广泛采用的性格测评工具

之一。DISC 分别指代不同的人格性格，其中：D (Dominance)代表支

配型人格，此类人员表现为爱冒险、大胆、直接、果断等特征；I

(Influence)代表影响型人格，此类人员表现为自信、热情、乐观、令

人信服等特征；S (Steadiness)代表稳健型人格，此类人员表现为友

善、有耐心、善解人意等特征；C (Compliance)代表服从型人格，此

类人员表现为有分析力、严谨、高标准等特征。目前，DISC 理论

体系已经在人力资源[1]、企业管理[2]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基于DISC

理论体系的人员性格分析在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及员工的培训与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临床护理带教作为学员从护生到护士转变的

重要途径，通常，我们以培训内容为主导，根据培训计划安排带教

教员。在带教过程中，我们发现学员及教员的性格特点对带教质量

起到一定的影响。如何利用不同的性格配对进行带教，以达到最优

的带教效果仍有待研究。本文以 DISC 理论体系为基础，通过学员

与教员一对一互补匹配的带教方式，研究了护理带教过程中最佳的

性格配对方式并与传统带教模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相比传统带

教模式，DISC 性格配对带教模式下，学员出科成绩优异，综合素

质优秀。而不同配对模式下 IC 配对组学员服务意识更强、职业情

感更浓厚。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2018年 7月至 2019 年 1月某军队院校附属医院骨科

实习学员共 44 名，设为对照组；选取 2019 年 7月至 2020 年 1月

该科室实习学员共 44 名，设为试验组，按照DISC 性格测试结果与

科室教员配对。两组学员年龄、学历、入科前考核成绩无显著性差

异（如表 1所示），学员在本科室实习期间接受的理论授课、操作

示教人员固定。两组带教教员为本科室具有带教资质、年资≥5年、

且具有护师职称以上的护士，教员年龄、学历、职称等无显著性差

异（如表 2所示）。

表 1 实习学员一般情况对比 n(%)

项目
对照组(传

统)

试验组

（DISC）
卡方值 P值

性别
男 6(13.64) 5(11.36)

0.104 0.747
女 38(86.36) 39(88.64)

年龄

≤21 15(34.09) 11(25.00)

0.973 0.61522-23 27(61.36) 30(68.18)

≥24 2(4.55) 3(6.82)

学历
大专 8(18.18) 4(9.09)

1.544 0.214
本科 36(81.82) 40(90.91)

独生子女
是 18(40.91) 15(34.09)

0.436 0.509
否 26(59.09) 29(65.91)

户籍类别 农村 19(43.18) 18(40.91) 0.047 0.829

城镇 25(56.82) 26(59.09)

入科考核 合格
44

（100.00）

44

（100.00）
— —

表 2 带教教员一般情况对比 n(%)

项目
对照组(传

统)

试验组

（DISC）
卡方值 P值

性别 女
16

（100.00）

16

（100.00）
— —

年龄

≤28 5（31.25）2（12.50）

1.845 0.39829-34 8（50.00）9（56.25）

≥35 3（18.75）5（31.25）

教育程度
大专 5（31.25）4（25.00）

0.155 0.694
本科 11（68.75）12（75.00）

职称
护师 13（81.25）15（93.75）

1.143 0.285
主管护师 3（18.75） 1（6.25）

是否婚育

未婚 2（12.50）2（12.25）

1.474 0.479已婚未育 6（37.50）3（18.75）

已婚已育 8（50.00）11（68.7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学员入科采取跟班学习，根据培训计划每周安排不同班

次学习，无固定带教教员，实习期满完成培训清单所有培训内容。

试验组学员入科即参加DISC 性格测试，共 40 题，学员根据每一道

题性格描述，快速选出与自己性格相符的选项，答题结束，根据各

选项出现频次，取最高值将学员归类为 D、I、S、C四种性格类型。

根据性格测试结果对学员与教员进行配对。为均衡培养学员，使每

位学员出科前都能取得优异成绩，根据杨淑清[5]的研究结果，采用

性格色彩鲜明的 D型、I 型学员或教员与性格色彩隐晦的 S 型、C

型学员或教员互补配对，不区分学员与教员的先后顺序，例如，D

型学员与 S型教员或 D型教员与 S型学员都归类为DS配对组。共

四个试验组，即DS、DC、IS、IC 四种配对组合。配对一旦形成，

学员在本科室带教教员固定，按照计划完成本科室培训清单所有培

训内容。为避免人员干预，参加测试的教员及学员对性格测评结果

并不知晓。

本科室实习时间平均为四周，实习结束后从理论、操作、综合

三个方面对学员进行考核。其中理论考核内容由基础知识 60分(填

空题)和专科知识 40 分(简答题)组成；操作考核内容为皮试、静脉

输液、肌肉注射、卧床患者更换床单、轴位翻身等其中一项基本技

能，满分 100 分；综合指标则通过学员的团队协作、爱伤观念、优

质护理服务等方面考核学员的职业规范和专科素养，满分 100 分，

如表 3所示。学员出科总成绩满分 100 分，理论、操作、综合三方

面权重分别是 30%、30%、40%。

1.3 统计学方法：SPSS 23.0

表 3 实习学员综合成绩考核表（总分 100）

考核内容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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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项目（10分）
劳动纪律（5分）

仪容仪表（5分）

职业规范（60分）

学习工作积极主动（10 分）

团队协作精神（10分）

工作认真 有责任心（10 分）

对患者服务态度（10 分）

重视基础护理（10分）

慎独精神（10 分）

专科素养（30分）

专科语言文字表达能力（10 分）

护理查房学习笔记完成度（10

分）

优质护理服务执行度（10分）

2. 研究结果

2.1 对传统带教学员出科总成绩与 DISC 配对带教的学员总成

绩进行对比，并做显著性分析，如表 4所示。结果表明，实验组学

员出科成绩显著高于传统带教方式，分析结果显示 P＜0.01，有统

计学意义。因此采用DISC 配对带教的学员出科成绩优于传统带教。

表 4传统带教与DISC 配对带教总成绩分析

例数
总分（均值±标准

差）

对照组 44 84.60±3.68

实验组 44 90.11±3.63

T 值 — -7.070

P 值 — 0.000

2.2 对基于 DISC 性格测试不同配对方式的学员出科各项考核

平均成绩分析如图 1所示，从总分平均成绩看，IC组成绩最高，统

计学分析将各组总成绩进行两两对比分析，如表 5 所示，IC/DC、

IC/DS、IC/IS 三组对比中 P 值均小于 0.05，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IC

配对方式下学员出科成绩优于其他三组配对组。

2.3 根据图 1所示，从理论、操作、综合三个层面对各配对组

成绩进行分析，从理论平均成绩看，IS组成绩略高；从操作平均成

绩看，DC组成绩略高；从综合平均成绩看，IC组成绩最高，且综

合成绩分布与总分趋势一致。统计学分析如表 6所示，发现理论、

操作在各配对组两两对比中差异性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而综合

成绩层面IC组与其他三个配对组对比差异性显著，P值均小于0.01，

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综合成绩是影响DISC 配对带教学员出科总成

绩的主要因素。

图 1 不同配对方式的学员平均出科成绩分布

表 5不同配对组总成绩对比差异性分析（均值±标准差）

组别 例数
总分

（均值±标准差）

P值

IC/DC IC/DS IC/IS DC/DS DC/IS DS/IS

DC 11 89.67±4.14

0.043 0.016 0.027 0.666 0.843 0.815
DS 11 89.02±3.87

IC 11 92.37±2.74

IS 11 89.37±3.03

表 6 不同配对组各项成绩对比差异性分析（均值±标准差）

组别 均值±标准差

P值

IC/DC IC/DS IC/IS DC/DS DC/IS DS/IS

理论

DC 84.82±13.23

0.842 0.952 0.827 0.889 0.842 0.781
DS 85.45±10.99

IC 85.73±8.06

IS 86.73±9.65

操作

DC 95.91±1.30

0.959 0.506 0.242 0.474 0.222 0.608
DS 95.27±2.79

IC 95.86±2.05

IS 94.82±1.83

综合

DC 88.64±3.67

0.000 0.000 0.000 0.250 0.337 0.847
DS 87.00±3.71

IC 94.73±2.10

IS 87.27±3.41

3 讨论

3.1 基于 DISC 配对的护理带教模式优于传统带教方式。

基于 DISC 性格配对的护理带教模式学员的总体评价显著优于

传统带教模式。这可能是由于传统带教模式中，科室只注重让学员

在四周时间内完成专科知识学习和掌握不同班次的工作流程，而忽

略了学员的接纳程度及对职业的认可度。每周随排班更换教员，学

员都需要重新适应教员，性格不合的情况下，学员对教员的信任感、

依赖感降低，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也是避重就轻的向教员请教，

长此以往，教员无法真正掌握学员的真实水平，较复杂的工作也很

少放手让学员去尝试，仅安排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如换液体、铺

床等，工作没有挑战性，学员参与感不强，产生抵触情绪，学习主

动性降低。而采用 DISC 性格配对带教模式，教员排班随学员学习

进度调整，既保证学员学习内容全面又使教员对学员整个学习过程

进行了跟踪了解，安排工作难易程度有所依据。其次，教员掌握学

员的性格特点，带教中采取与学员性格相适应的带教方式，可以引

导学员更好更快的掌握专业技能，学员参与度提高，成就感得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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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此学习更加积极主动。第三，通过四周的相处，学员与教员

相互信任，通过良好的沟通和相互激励，师生关系得到很大提升，

学员不仅学到了知识，职业道德、职业素养方面也得到了更加深入

的指导。综合分析考核指标及学员学习表现，DISC 性格配对带教

模式下的学员主动性普遍较强、积极性更高、师生关系相对和谐稳

定，较传统带教模式，学员的爱与归属感更强，对于岗位的认可度

更高。

3.2 基于 DISC 性格测试不同配对方式下，IC 配对组成绩最优。

分析图 1和表 5可知，IC配对组学员出科成绩总分高于其他三

组配对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影响型人格 I与服从型人格C形

成了最佳搭配。分析这两类性格特点，I型自信、热情、乐观、令

人信服，C型严谨、高标准、善于思考。现代护理工作要求护理人

员对待患者热情有耐心，对待工作严谨勤思考，这两种性格搭配恰

好符合社会对护士的基本要求。在 I 型教员与 C 型学员配对中，I

型教员乐观自信，给 C型学员建立了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学员陌

生感很快消除，工作学习更加积极主动、团队协作磨合期短、能很

快融入到集体中；在骨科专科护理中，围手术期宣教尤为重要，在

I 型教员鼓励引导下，C型学员克服恐惧心理，宣教时声音洪亮、

大胆自信，能准确的将注意事项及观察要点传达给患者及家属，专

科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得到提高，学员成就感强烈，更加积极主动

地完成教员分配的各项工作。在C型教员与 I 型学员配对中，C型

教员严谨高标准，对 I 型学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约束作用，I 型学

员在日常工作中与科室同事及患者家属相处融洽，其活力四射的性

格给科室增添了不少色彩，得到大家的青睐，但工作中经常不注重

细节，在 C型教员的提醒监督下，I型学员脚踏实地，重视基础护

理，强化无菌意识，认真完成优质护理服务各项要求，对教员安排

的每一项工作，无论难易程度均认真完成，护理查房、学习笔记等

完成度也随之提高。在这样的互补型人格配对下，学员的积极性得

到很大提高，职业道德更规范，专业素养更优秀，因此，出科考核

成绩最佳。

3.3 影响学员出科成绩的主要因素在于综合考评成绩。

学员出科理论考核中，60%为基础知识，主要考核学员在校期

间的知识储备程度，内容为常见知识点，均来源于护士执业考试题

库；40%为专科知识，科室理论授课、技能培训中均有涉及，学员

只要认真听讲善于总结，很容易掌握知识点。分析图 1表 6可知，

IS 组学员在理论成绩上略高于其它组别，这与 S型、I 型学员自身

稳健、认真好学的品质有关，但与其他配对组统计学分析中无显著

差异，说明学员理论成绩受性格配对影响低。操作考核主要考评的

是学员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需要学员单独完成考核清单中一项操

作，教员根据操作流程打分，根据图 1表 6可知，操作考核中DC

组成绩略高于其它组别，但统计学分析中无显著差异，这与D 型、

C 型学员果断、高标准的做事风格有关，性格配对对其影响不大。

理论、操作均考核的是学员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基本功底，性格

配对不会对学员自身的品质有所影响，而综合成绩考核的是学员初

入职场对护士职业的认知和对职业规范的执行度，以及在工作中学

员在面对学员与学员、学员与教员、学员与患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应

激反应。随着实习阶段的进行，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的脱节、护士

与医生所受到的待遇差别以及部分医患矛盾的驱使，学员专业信念

动摇，职业认同感下降，在处理与不同人员的复杂关系中，学员容

易消极怠工。通过 DISC 性格配对带教，学员受到与自己性格互补

教员的引导和指正，正确认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性质，做好职业规

划，调整心态，积极应对繁重的护理工作，因此，实习期间学习工

作积极主动，对待患者更有有耐心，勤思考，多总结，尽自己最大

的能力为患者排忧解难，真正为护理事业尽心尽责，因此，综合考

评更优秀。

4.小结

DISC 性格测试简单方便，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结合

DISC 性格测试结果对学员与教员进行互补配对，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护理带教质量，本研究中，以 IC 型为最佳互补搭配的护理

带教模式方便教员及时了解学员特点及缺陷，迅速建立稳定良好的

师生关系，帮助学员更好更快地学习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得到提高。

但是本文仅研究了性格互补配对模式下学员的出科成绩，有待其他

研究者进行性格相近配对下对学员及教员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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