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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

GE393G@E

K

@>AL@

M

8

#

N.

%是美国
:%

世纪
*%

年代

以后逐渐发展的质量效益型管理模式(

$

)

#又称临床程序#它是

一种设计好的多专业合作的标准计划成本的具体进行#可以节

约带教成本#提高效率'临床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护生必须在教师的严格指导下进行临床操作#掌握操作的技

巧#特别是查对制度#是医疗部门的核心制度#决定着医疗质量

的高低和患者的安全'因此#从学生开始#掌握严格的查对流

程#科学的教学路径#可以规避教学风险和患者的风险'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从
:%$%

年将临床教学管理引入临

床路径中#经过实践应用#效果非常显著'近年来#本院借鉴美

国在护理管理中应用
N.

的理论和方法#将
N.

引入骨科护理

实践教学#并与传统带教方法进行对比观察'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0>

!

对象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骨科实习的大专护生
$%%

人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

!

:#

岁#每轮实习时间为
#

周'由护师以上的护士带教#分别

采用临床路径教学与传统教学#临床路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

模式交替进行'学生的学历层次*性别*年龄*成绩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有可比性'对照组按照传统的

教学方法带教'具体方法!参加岗前教育#法律法规的培训#科

内制订教学计划#出科要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患者对学生的

满意度#护生入科后按临床路径完成教学计划#并将路径发放

给学生'比较两组护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服务能力'

>0?

!

研究方法
!

传统组沿用传统实习带教法#护生入科后由

主管教学的教师进行相关介绍#然后由不同班次的教师进行带

教#教学内容按照实习大纲要求完成'路径组采用
N.

教学#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

!

临床教学路径表的设计

>0?0?0>

!

设计原则
!

召开带教教师临床路径实施小组会议#

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及讨论后#确定路径设计原则!

$

$

%遵守现有实习教学大纲&$

:

%以骨科常见病及多发病护理为

基础#以专科护理为重点#以新项目*新技术护理作为补充&$

4

%

统一带教的评价及考核标准#结合临床实践#定期开会讨论并

修订相关项目(

:

)

'

>0?0?0?

!

制订临床路径文本
!

为保证临床教学路径的科学性

和实用性#护士长组织各带教教师#针对大纲要求及护生不同

实习阶段的知识需求#结合专科特点#制订,骨科临床教学路径

表-$表
$

%'教学路径表由教学时间*内容*方式*效果评价及

教师签名等部分组成'

>0@

!

评价方法
!

学生出科后#带教教师填写护生综合评价上

交护理部#理论
$%%

分#操作
$%%

分#综合素质
$%%

分#患者对

学生的满意度调查
$%%

分#服务能力
$%%

分#学生对带教的满

意度
$%%

分#包括带教方法*教学程序*理论水平提高*操作技

能的提高#健康评估*专科护理*代教管理'

>0A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6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用
8

检验#计数资料用
%

: 检验#以
!

#

%0%"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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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骨科临床教学路径

实习周数 实习内容

第
$

周
$0

病房的环境*实习要求介绍

:0

评估学生基础理论!生命体征的正常值#骨折的定义*病因*分类等

406

项基础护理操作评估!静脉输液#皮试#晨间护理#氧气吸入#雾化吸入#生命体征的监测

#0

告知学生骨科实习学生的应知应会

"0

演示查对制度的核对流程#布置基础操作的理论*读书笔记书写

第
:

周
$0

检查学生的笔记本并签字

:0

小讲课!骨折总论

40

指导学生完成患者轴线翻身

#0

整体护理实施示范

第
4

周
$0

指导学生完成骨科患者的手术准备

:0

个案查房#演示#骨折患者*颈椎病患者的健康教育

40

指导学生完成患者风险的评估!压疮#深静脉血栓等

#0

完成公休会

第
#

周
$0

指导学生灌肠操作

:0

完成中夜班

40

演示如何指导患者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下床的方式

#0

观察肢体与血供

"0

发放病员满意度调查表

60

考核返回#出科总结

?

!

结
!!

果

两组实习学生实习效果#见表
:

*

4

'两组实习学生成绩带

教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Y50:

#

!

#

%0%$

%'

表
:

!!

两组实习学生成绩#分%

3XC

$

组别
'

理论 操作 综合素质 服务能力

实验组
#" *506%X#0): 5%0%%X40: 5%04%X#0) *:04%X#04

对照组
#" )"0%%X#04 *:0%%X#0$ *%0%%X404 ):0%%X#0$"

%

:

60): )0: )04 "0#

!

#

%0%$

#

%0%$

#

%0$

#

%0%$

表
4

!!

两组实习学生成绩带教满意度

组别
'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实验组
#" 4% $$ #

对照组
#" :4 $4 5

@

!

讨
!!

论

@0>

!

规范了教学管理流程#教学更系统化
!

标准化临床实习

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临床#但书本知识和临床有

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认真引导学生#学生就会感到理论和现实

脱节'通过路径管理教学#更细化#可以克服以上的问题#同时

也强化了教学的课程管理'学生按照路径表单完成量化指标#

也不会因中途更换教师而影响教学质量'

@0?

!

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融洽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

路径的制订是由护士长和带教教师共同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根据教学大纲制订出来'教师制订路径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

工作能力的过程'在具体指导学生完成路径的同时#教师先于

同学规范基础操作和专科操作#从而教与学相长'在双方参与

路径教学#教师和学生讨论的时间多#增加了教师和学生思想

感情的交流#从而促进了师生之间的关系'

@0@

!

充实了优质护理的内涵
!

骨科疾病患者
5%P

以上需卧

床休息#因卧床引起的并发症增多#临床教师又是责任护士#在

带教过程中#指导实习学生按照路径进行功能锻炼*健康教育#

使患者感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科学性#患者的满意度提高了'

@0A

!

提高了护生健康教育能力及沟通技巧
!

骨科疾病特殊性

决定了骨科护理的专科特点#其心理护理*患者沟通及功能锻

炼成为骨科科护理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骨科实习的护

生也应具备心理护理及护患沟通*健康教育技巧#否则将影响

科室整体护理质量'因此#将骨科健康教育能力的培训纳入教

学路径表中#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对护生进行系统的健康教育指

导*演示*实践与考核#使健康教育能力与沟通能力有很大提

高'表
:

显示!实验组比对照组实践能力明显提高(

4

)

'

总之#临床护理带教是护理专业教学的关键环节#是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及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

'而临床路

径是一种高效*低耗*程序化*标准化*有时间性*有计划性的先

进的管理模式(

"

)

'将这种管理理念引入到护理带教过程中#使

教学目标*带教方法和时间管理得到细化#管理者更容易控制

带教质量#随时发现问题#及时查找原因并给予相应的干预#可

有效提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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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中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

$

)

'而实践性环节较多是中医学教育的

一个突出特点#此特点对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起

着重要的作用'为适应高校实验管理体制的改革#本校于

:%%*

年成立中医药实验教学中心#下设中药实验室和中医实

验室'其中#中医实验室承担所有针灸推拿*中医骨伤和中医

基础及诊断的实验课程'

>

!

现
!!

状

本校当前的医学教学模式是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即

每一门课程都有对应的独立的教研室#由各教研室负责理论和

实验教学#实验课从属于理论课教学'这种以学科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割裂了中医学教育的整体性#存在很大弊端!$

$

%实验室

建设,小而全-#造成资金投入分散#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

$

:

%实验教学体系以学科课程为单位分别进行#存在相当数量

的交叉重复'以针灸推拿实验课为例#共按理论课体系针对针

灸推拿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中医骨伤专业和康复治疗专业

等开设
$%

门实验课#即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学*

推拿手法学*推拿治疗学*实验针灸学*中医康复学*针灸学*推

拿学等'其中针灸学实验又涵盖部分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

和针灸治疗学的内容#而推拿学实验则包含推拿手法和推拿治

疗学的实验'且本*专科不同层次的实验教学存在实验课学时

数的差异'加上教师制订教学日历缺乏统一规划*相对固定的

安排#这些因素导致中医实验课程不成体系#存在相当的重复

和随意性'$

4

%实验室专职技术人员学历层次偏低#并缺乏有

效的激励机制吸引高学历*高素质教师参与实验室建设'$

#

%

传统中医实验中大部分实验教学内容是验证性实验(

:

)

#综合

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量严重不足'目前#本校正在进行实验

教学管理中心的建设#已将学校中医课程教学实验室划归实验

教学管理中心进行统一管理'实验室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前

沿(

4

)

#当前亟须按学科体系对实验课程进行重新分类及整合#

深入研究中医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等相关内容'这些改革

及相关研究成果将对学校实验教学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并对

整个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学质量的提高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构建中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实验

教学新体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尝试'

?

!

构
!!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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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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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理念
!

中医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和素质培养的问题(

#

)

'应认真分析中医学

及各基础课程学科特点#重视实验教学#充分认识并落实实验

教学在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工作中的地位'重视学生探索精

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学生为本#融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理论教学与实验实践教

学统筹协调的理念和氛围'

?0>0?

!

中医实验课程体系建设
!

改革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启动以中医课程模块为中心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改

革&改革现有的交叉*重复*随意的中医实验课程现状#按不同

的实验特点划分课程模块&加强相近学科实验课程的合并*重

组和改革#使各类中医实验课程成为既与理论课程紧密结合#

又具有实验课自身特点的独立课程'在加强对学生中医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的基础上#逐步减少单纯验证性实验#增

加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的数目和比例'逐步建立以能力

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相互衔接的科学系统的中医实验

教学体系'按照中医实验课程模块全面修订实验教学计划#根

据培养目标重新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或修订高水平的具有中医

药特色的实验系列教材#引入行内先进方法*选择适合本科生

实验教学的先进实验项目#使教材建设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

自主训练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0>0@

!

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

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理论与实践并重#以实验教学与理论

教学协调发展的教育思想#构建具有中医药行业特征*专业特

色*学科特点的中医实验课程体系'改革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

实验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善与中医药学专业*学科发展相适应

的实验教学平台&加强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分析能力

和创新能力'建立完善学生自我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实验采

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前期*中期培养学生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方

法和技能等&后期结合产学研基地实习等#重点培养学生查阅

文献*正确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探索实验教学评分标准改

革#鼓励学生在实验中有所创新#力争学生实验研究作品在市

内*国内杯赛中获奖&充分发挥实验考核对教学质量的双向调

控作用#改革实验教学的考核方法#建立全面评价学生学习成

绩的体系方法#包括从实验态度*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和分析等

多方面*多角度对学生成绩进行评价#使实验考核结论既注重

实验结果#又注重实验过程#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实际能力

和综合素质'

?0?

!

实验师资队伍的建设及管理
!

建立和完善实验技术人员

的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不断提高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的学历层

次#建立教研室教师定期到实验室工作的机制#完善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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