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

“促体验见习”在护生临床学习的实践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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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学习需要教育者引导学生亲身经历、亲自实践，在

“做、观察”中，主动进行反思内省、抽象概括、感悟升华，进而透

过体验来构建知识、获得技能和素质的提升［１］。基础护理的集

中见习要求护生以观察为主，在“观察、做”中感受、反思、感悟，

进而提升能力及素质，这需要护生进行体验学习。然而，习惯

以课堂为中心，采取接受式学习方式的高职护生进入真实临床

环境进行见习时，大多数仍停留 在“看一看”的简单经历层面。

护生进行见习体验的学习迫切需要教师有效的指导，为此，医

院与学校合作，精心设计和组织了“促体验见习”，以强化体验

过程的发生、发展，护生身临其境进行体验、反思、感悟，他们的

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高职护理２００７级１班作为研究对象，先

后２次集中见习。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初进行传统见习，主要观看带

教老师的技能操作；２０１０年２月进行“促体验见习”。

１．２　确定见习目标，任务驱动体验　院校见习合作小组审视

原有的见习计划，制定具体、明确的见习目标（围绕素质及能

力）以及引领、激发护生进行体验反思感悟的２１条任务
［２］。把

任务装订成册作为反思日记本，根据见习具体情况，护生每天

有选择地加以记录，部分见习目标与任务见表１。

表１　　部分见习目标与见习任务

见习目标 见习任务

交流沟通能力 在何种情况下与何种患者交流？（谈过程与收获）

操作能力 做晨间护理或其他生活护理，观察到、体验到什么？（谈收获）

观察分析能力 观察护士的仪表、精神面貌，你觉得仪表重要吗？（谈感想）

观看到带教老师哪些操作？（对老师、操作、仪器进行评价）

职业情感、价值观 设身处地体验患者的需求、痛苦，从患者角度来看待、理解护理，（通过见习，你对护士职业有了哪些进一步认识）

１．３　召开动员大会，激发体验激情　见习前一天在校内召开

动员大会，请上届优秀见习生代表发言，用积极、真挚的情感谈

感悟、收获；请本届见习生代表激情洋溢表决心；课题组资深教

师向护生阐述体验学习的目的、意义、要求，重点强调主动、探

究、反思、合作性“做中学”。见习当天上午由护理部组织在医

院内召开动员大会，除了强调注意事项外，重点介绍优秀护士

感人的事迹及取得的荣誉。

１．４　引导见习实践，自主体验反思　护生进入临床前，带教老

师认真分析见习目标及具体任务，结合科室具体情况，为护生

任务的完成提供条件。如任务“观察危重患者抢救过程，谈体

会”，若近期科室内无危重患者，则准备抢救录像以备用。主要

采取示教、讲解、提问等方式，组织护生回示、讨论，条件允许时

放手让护生操作。如任务“在何种情况下与何种患者交流”，带

教老师选择典型病例向护生示范与患者沟通的过程，讲解沟通

过程中的要点，鼓励护生与患者进行交流。涉及操作能力的任

务，如生活护理及测量生命体征层面，在示教的基础上，放手不

放眼，让护生实践。治疗及抢救方面，鼓励护生多观察，示教后

在模型上回示。此外，给护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观摩、参与临床

护理工作，如：交接班、患者入院与出院护理、病情观察等。每

天下班之前，组织护生交流“今天看到什么？做了什么？学到

什么？发现了什么？”护生在老师的组织下，积极主动地在“做、

观察”中探究、反思、领悟，书写见习日记。

１．５　召开交流大会，体验分享升华　当天见习结束时或晚自

修时间，学校基础护理老师深入护生中，引导护生采取组内交

流、组间交流、全班讨论等方式谈一天所见、所闻、所做、所感、

所悟。推广成功的经验，并给予表扬、鼓励；分析遇到的挫折，

共同找出问题所在，向护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有关线索，鼓励从

挫折中学习；同时保持通信畅通，进行个别交流。根据当天具

体情况，留出思考题，要求通过体验、上网查阅、向带教老师请

教、查阅教材等方式解答，以拓展相关知识。

１．６　效果评价

１．６．１　见习日记评价　课题组基础护理老师阅读护生上交的

见习日记，逐字逐句分析含义，直至资料呈饱和状态，分别对２

次见习日记进行归纳总结。

１．６．２　问卷评价　“见习后护生自评量表”是围绕基础护理见

习目标（能力及素质），参考有关文献，结合护理专家建议后自

行设计而成。内容包括沟通能力、操作技能、评判思维能力、团

队意识、职业情感等１２项。邀请５位护理专家（护理部主任３

名、护理系主任２名）评估量表项目与基础护理见习目标的相

关程度，即内容效度指数（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ＣＶＩ），各项目

５３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４２卷第２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卫生厅课题（ＪＺ２００９１３）。　作者简介：张美娟（１９６８～），副教授，主管护师，主要从事基础护理的教学与研究。



的ＣＶＩ值为０．７２～１．００，量表平均ＣＶＩ值为０．９４，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为０．８４。采用李克特量表（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格式，最高５

分，最低１分，护生分别对２次见习后相应项目达到的程度进

行自评。第２次见习结束时，由学校老师发放问卷，统一指导

语，采用不记名方式独立完成，１０ｍｉｎ后收回，发放４７份，收回

４７份，有效回收率１００．００％。

１．７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见习日记结果　（１）第１次见习：纳入的所有护生用绝大

部分篇幅描述所观察到的或经历的操作，且描写较粗糙、简单，

约３０％的护生表达了对所经历事件的表浅反思，如对带教老

师、护患关系、护士职业、技能操作等反思。（２）第２次见习：日

记内容丰富而生动，围绕任务，护生随时对自己的思维和见习

认知活动进行积极而自觉的计划、评价、控制和调节；在描写所

经历的多样性真实事件过程中，呈现出许多细节性描写，融入

了内心丰富的情感，表达出积极的态度与价值观；对事件有分

析、有反思、有感悟、有总结；有多方尝试、多方突破后而带来的

成功喜悦，有遇挫折的不气馁，争取机会再去观察、尝试的信心

和行动。

２．２　护生见习后自评　见习后护生采用自评量表评价的结果

见表２。

表２　　见习后护生采用自评量表评价的比较（狓±狊，分）

项目 传统见习 促体验见习 狋 犘

解决问题能力 ２．７０±０．５９ ３．９２±０．８９ ６．２２ ＜０．０５

交流沟通能力 ２．１７±０．７９ ３．８３±０．６９ ８．６５ ＜０．０５

健康宣教能力 ２．００±０．７９ ３．３０±０．７５ ６．５５ ＜０．０５

操作能力 ２．６７±１．０３ ３．６３±０．８９ ３．８９ ＜０．０５

评判思维能力 ２．２７±１．０２ ３．６０±０．８１ ５．６１ ＜０．０５

观察能力 ２．８３±０．７９ ４．１７±０．７９ ６．５２ ＜０．０５

反思意识 ２．２４±０．８９ ３．８１±０．７５ ６．１９ ＜０．０５

职业情感 ２．５３±０．８６ ３．８３±０．８７ ５．８１ ＜０．０５

求知热情 ２．７６±０．６３ ３．９５±０．９７ ４．７２ ＜０．０５

团队意识 ２．５７±１．０４ ３．８０±０．９６ ４．７７ ＜０．０５

进取精神 ２．７１±０．９６ ３．７１±０．９５ ３．３９ ＜０．０５

理解知识意义 ２．００±０．８４ ３．３８±０．７４ ５．６７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促体验见习”提升护生的能力与素质　与传统基础护理

集中见习相比，采用“确定见习目标，任务驱动体验→召开动员

大会，激发体验激情→引导见习实践，自主体验反思→召开交

流大会，体验分享升华”等体验学习的方法进行见习教学后，护

生的观察能力、交流沟通能力、操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得到

提高，职业情感、进取精神、团队意识等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同

时，进行体验学习后的见习日记促进护生多种能力的提高，丰

富了内心体验，使成就感获得增强。

３．２　“促体验见习”需要激发护生的兴趣和热情　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３］，一位教师若能激发起学生的热情，就能取得成功［４］。

见习实践要达到初步培养护生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标，需

要护生充满热情地参与、全身心地投入到“促体验见习”活动

中。基础护理见习前，召开的学校内、医院内生动鲜活的动员

大会采取了情感激励、任务激励、目标激励、榜样激励等策略，

营造出见习实践有乐趣、有收获、有价值、有意义的氛围，体现

出一种职业使命感，从而激发护生进行体验学习的兴趣和激

情；护生带着求知热情投入到临床见习活动中，随着见习任务

的完成（问题解决），护生对见习体验学习过程发生了兴趣，任

务完成由此带来的成就感，进一步激励护生探索的激情。“护

生自评量表”表明两次见习的“求知热情”有显著差异。这种热

情推动护生主动、持续地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其职业能力、综

合素质得到提高。

３．３　“促体验见习”的关键是反思内省　“促体验见习”来自于

杜威的“经验学习”，杜威强调“做中学”［５］，因而“做中学”是体

验学习重要特征之一，然而体验学习的关键是反思内省［６］。第

１次见习日记分析结果及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的学习理论提

示［７］：护生单纯性的反思内省达不到预期效果，需要教师有指

导性地催化反思内省。依据基础护理见习目标，结合护生认知

程度，兼顾护生的“最近发展区”［８］，构建出与临床护理真实情

景相关的，以过程知识、技能与价值观为主而富有挑战性的任

务，任务催化置身于临床真实情景中的护生反思内省；教师的

鼓励与引导营造了反思内化的机会及氛围，尤其在交流讨论会

上，护生在回顾、梳理、审视、表达过程中反思内省，并从别人的

经验中反思、领悟。“护生自评量表”也表明两次见习中“反思

意识”、“理解知识意义”有显著差异。正是透过反思内省，许多

思考的碎片得以拼装，体验与其他经验整合，从而“活化”了知

识、形成了观念、培养了能力，提高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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