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实践技能薄弱的问题
!

五段三递进式课程体系能

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学生在第
"

学期

结束后就跟师见习&见证中医药的神奇疗效&有利于

学生尽快树立专业信心&加深对中医的认同!通过持

续
!

年的跟师学习&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更能深刻领

悟中医思想的精髓&提高临床实践技能!这种+工学

结合,课程体系能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同时又去

解决问题&符合中医的发展及认知规律&中医药特色

鲜明&更有利于实现中医人才的快速成长!

B9@

!

制订中医+师带徒,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和教学标

准&初步解决师承教育缺乏标准'培养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
!

在导师遴选和学生结业考试上制订了统一

的标准&把好+入口,和+出口,的质量关!针对+师带

徒,教学过程&制订了+师带徒,教学标准和相应的教

学管理制度!初步明确了各个教学环节中&各方的职

责'监控指标"对象'内容'评价手段#和监控流程!

67"#

年
#

月
"

日开始实行的.中医药法/中规定

+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同月&教育部.关于医教协

同深化中医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

出+将师承教育贯穿于中医药人才培养全过程,!师

承教育已受到国家的重视&本校的现代+师带徒,中医

师培养模式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目前仍处于起步探

索阶段&改革的效果还有待于长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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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核心能力与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培养是现

代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

":!

%

&但研究结果表明护士&尤

其是新入职护士核心能力发展不均衡$

J

%

&自我导向学

习能力一般$

H

%

!临床实习是学生向临床护士过渡的

关键环节&也是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考核和评价具

有引导学生朝着理想目标前进的功效&近年来护理教

育者将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

A

-<41>-24+*<4*+-,

<%1.1<(%-](E1.(41&.

&

V38N

#运用于实习护士出科及

毕业考核中!

V38N

由一系列根据教学要求设置的模

拟临床情境的考站站点所组成&测试者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站点中的任务&以综合评估学生的知识'技能和

态度$

I

%

!而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护理程序设计考核

站点$

#:B

%

&在提升护生核心能力'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方

面具有局限性!本研究方案基于护士核心能力框架

6#"

重庆医学
67"C

年
"

月第
JB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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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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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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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护师'副教授&博士&主要从

事护理教育'外科护理研究!



表
"

!!

基于护士核心能力的
V38N

考站设置

项目 考试时间 考点概况

临床护理
!7E1.

考察护生是否能依据案例&运用护理程序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准确计划&结合案例实施
"

项基础护理或专科护理

操作&并对护理效果进行正确评价&促进患者康复

评判性思维
67E1.

案例中设置病情变化情景以考察护生是否会综合分析各种资料'灵活解决各种问题'是否能对护理'治疗措施提出

正确依据

教育与咨询
67E1.

考察护生是否会在分析患者病情变化'疾病转归及居家护理基础上进行正确'合适'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

科研能力
67E1.

考察护生是否能结合案例发现科研问题并按照科研思维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伦理与法律
!7E1.

模拟辩论赛&赛题均是医学热点伦理问题&考察护生是否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团队协助
67E1. !

"

J

名护生
"

个组&针对案例中的病情变化模拟抢救&考察护生是否会运用急救护理技能'随机应变及团队合作来

救护患者&是否会运用良好的沟通技巧建立与他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专业发展
67E1.

模拟应聘面试&考察护生是否明确个人的发展方向&是否会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是否会结合专科

特点作自我介绍及职业规划

设计$

C

%

&并于
67"#

年
!DC

月运用于本院护理本科实

习生出科考核中&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选择
67"#

年
!DC

月在本院实习的

安徽省三所高等医学院校
"6#

名护理本科生!纳入

标准("

"

#全日制本科生*"

6

#首次实习者*"

!

#在校期

间课程考试合格者!护生知情同意后对其进行顺序

编号并分配到
6

个实习队&然后通过掷硬币的方法选

择
"

个实习队作为试验组&另
"

个队作为对照组!试

验组
I!

名&对照组
IJ

名!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9?

!

方法
!

两组实习生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在研究期

间统一轮转心脏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肿瘤内

科'普通外科'骨科'儿科
#

个专科&每个专科轮转
"

个月&护理部在
#

个专科中分别选取带教能力相当的

两个病区带教!两组实习生接受的临床教学内容一

致&对照组采用本院常规实习出科考核方案&即各科

完成护理部统一规定的专科理论和护理技能考核项

目*试验组采用基于+护士核心能力框架,的
V38N

方

案进行出科考核&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9?9>

!

成立
V38N

小组
!

V38N

小组包括以护理部

为核心的组织协调小组和以病区为单位的考核实施

小组!组织协调小组组长由分管教学的护理部副主

任担任&秘书由教学干事担任&小组成员包括各专科

护士长及总带教教师*主要负责标准化病例"

.*+21.

;

24(.,(+,1\-,<(2-2

&

L38

#设计'标准化患者"

24(.,(+,:

1\-,

=

(41-.42

&

3U

#培训'考核站点设置及各站点考核

标准的制订'

V38N

考核质量控制等!各病区均成立

考核实施小组&由病区护士长担任组长&总带教教师

担任秘书&分带教教师为小组成员*具体负责本病区

专科
L38

设计'

3U

培训'

V38N

方案实施等!

>9?9?

!

设计
L38

!

要求以专科典型疾病为基础'遵

从护理程序设计
H

"

"7

个
L38

!每个病例统一包括
J

个部分&分别是病例名称'病例编号'病史)信息"包括

一般信息'主诉'发病经过'曾就诊情况'就诊时检查'

就诊处理'入院后身心状况等#'模拟情景设置"至少

设计两组病情变化情景#!

>9?9@

!

招募与培训
3U

!

按照可行性'便利性及经济

性原则&在本专科招募富有表演能力的护士
H

名&每

名
3U

负责扮演两个
L38

中患者角色&并对其进行标

准化培训&务必确保
3U

表现出所设计的病例要点&能

够明确每个考站的任务及评分要点!

>9?9A

!

设置
V38N

考站及评分标准
!

依据+中国注

册护士核心能力框架,及+护理本科生临床护理实践

教学大纲,要求&以提升实习护士核心能力为目标设

置考站&包括临床护理'评判性思维'健康与咨询'科

研能力'伦理与法律'团队协作'专业发展
#

个考站&

并统一每个考站的评分标准&见表
"

!

>9?9B

!

V38N

方案的组织实施
!

实施前护生知情同

意&对各考站任务理解良好&明确
V38N

考核评价标

准!以确保按质按量完成考核&又不影响临床护理工

作为原则&在出科前
6,

开始进入
V38N

考站测试(第

"

天为临床护理'评判性思维'教育与咨询'科研能力

考站*第
6

天为伦理与法律'团队协助'专业发展

考站!

>9?9C

!

V38N

方案的效果评价
!

研究者分别在两组

护生
#

个专科实习前及实习结束后发放护理学生自

我导向学习能力量表"

2-%/:,1+-<4-,%-(+.1.

;

1.24+*:

E-.4/&+.*+21.

;

24*,-.42

&

30GQL3

#及注册护士核心

能 力 量 表 "

<&E

=

-4-.<

5

1.>-.4&+

5

/&+ +-

;

124-+-,

.*+2-

&

8QPL

#&以评价该方案的实施效果!发放时&首

先向研究对象解释研究目的及量表填写注意事项&然

后采取不记名的方式进行填写&并当场收回!

30GQL3

(该量表由
8XNL$

等$

"7

%编制&共
J

个

维度
67

个条目&维度包括学习动机'计划和实施'自

我管理'人际沟通!量表采用
G1W-+4H

级评分&总分

!#"

重庆医学
67"C

年
"

月第
JB

卷第
"

期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主学习能力越强!总量表及

各维度
8+&.'(<@O

$

系数在
79#IH

"

79C"I

!

8QPL

(该量表由刘明等$

C

%编制&包括
#

个维度(

评判性思维)科研能力'临床护理能力'领导能力'人

际关系'伦理)法律实践'专业发展'教育)咨询&共计

HB

个条目!量表采用
G1W-+4H

级评分法&单个维度得

分越高&说明被测个体在相应维度上能力较好*量表

总分得分越高&说明被测个体具有较全面且较高的核

心能力!总量表及各维度的
8+&.'(<@O

$

系数在

79B6J

"

79C"6

!

>9@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U33"!97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
Lh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

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6 检验&

以
$

$

797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一般资料比较
!

两组实习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97H

#*两组实习护生在

V38N

考核实施前自主学习能力'核心能力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97H

#&见表
6

!

表
6

!!

两组实习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

)

!

6

$

年龄"

LhA

&岁#

6"96Jh69!" 6"9!Ih"9#H D79H"6 79H6J

性别$

+

"

d

#%

79CIH 79J"J

!

男
"7

"

"H9C

#

B

"

"69H

#

!

女
H!

"

BJ9"

#

HI

"

B#9H

#

学生干部$

+

"

d

#%

79CH" 79!JC

!

是
6!

"

!I9H

#

"C

"

6C9#

#

!

否
J7

"

I!9H

#

JH

"

#79!

#

家庭所在地$

+

"

d

#%

"97!J 79!J6

!

城镇
67

"

!"9#

#

"H

"

6!9J

#

!

农村
J!

"

IB9!

#

JC

"

#I9I

#

独生子女$

+

"

d

#%

!9677 797I"

!

是
"#

"

6#97

#

B

"

"69H

#

!

否
JI

"

#!97

#

HI

"

B#9H

#

健康状况$

+

"

d

#%

69!IH 79!6!

!

很好
6C

"

JI9C

#

!7

"

JI9C

#

!

较好
!"

"

JC96

#

6#

"

J696

#

!

一般
!

"

J9B

#

#

"

"79C

#

!

较差
7

"

7

#

7

"

7

#

家庭经济状况$

+

"

d

#%

69"IC 79J!C

!

很好
6

"

!96

#

6

"

!9"

#

!

较好
"B

"

6B9I

#

"6

"

"B9B

#

!

一般
!#

"

HB9#

#

J6

"

IH9I

#

!

较差
I

"

C9H

#

B

"

"69H

#

血型$

+

"

d

#%

69BH7 79HBI

!

K

型
"6

"

"C97

#

"H

"

6!9J

#

!

)

型
6I

"

J"9!

#

6J

"

!#9H

#

!

K)

型
#

"

""9"

#

C

"

"J9"

#

!

V

型
"B

"

6B9I

#

"I

"

6H97

#

续表
6

!!

两组实习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

)

!

6

$

单亲家庭$

+

"

d

#%

69#HI 797#J

!

是
"

"

"9I

#

I

"

C9J

#

!

否
I6

"

CB9J

#

HB

"

C79I

#

高中分科$

+

"

d

#%

"9#67 79"BI

!

文科
!!

"

H69J

#

J7

"

I69H

#

!

理科
!7

"

J#9I

#

6J

"

!#9H

#

您的性格$

+

"

d

#%

"9#I! 79!67

!

外向
!"

"

JC96

#

6H

"

!C9"

#

!

内向
!6

"

H79B

#

!C

"

I79C

#

接受
3U

相关培训$

+

"

d

#%

"9"HJ 79#IJ

!

是
"!

"

679I

#

"J

"

6"9C

#

!

否
H7

"

#C9J

#

H7

"

#B9"

#

生活质量自我评价$

+

"

d

#%

J9J!7 796!I

!

很好
I

"

C9H

#

"J

"

6"9C

#

!

较好
6B

"

JJ9J

#

"B

"

6B9"

#

!

一般
6B

"

JJ9J

#

!7

"

JI9C

#

!

差
"

"

"9I

#

6

"

!9"

#

自主学习能力"

LhA

&分#

#696JhC96B #69I!h""96H D79"IH 79B6"

核心能力"

LhA

&分#

"769BCh6B9H6"7796"h!J9H7 79I!" 79#I!

?9?

!

干预后结局指标比较
!

两组实习护生自主学习

能力总分及学习动机'自我管理维度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797H

#*两组实习护生护士核心能力总

分及各个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97H

#&见表
!

'

J

!

表
!

!!

两组实习护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LhA

%分'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 $

总分
#H9B6h"797# #"9"!hH96H !9B6J 797!I

学习动机
6!9!Jh!9H! 679HIh69!B 69I6C 797"C

计划与实施
6696Ih!9II 6"96Bh696# "9H67 79""I

自我管理
"H97Ih69!" "!9"#h"9HI 69!"J 79766

人际沟通
"H9"Ih69"C "J9I6h"9IJ "9!6" 796#"

表
J

!!

两组实习护生护士核心能力比较&

LhA

%分'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 $

总分
"6B9B6h!I9B7 "7H9"Bh!69#H !9I#! 7977"

批判性思维
6797"hI9JB "H9!7hH9!J !96H7 7977!

临床护理
"C9"7hI9"H "H9HHhH9C7 !96!7 79776

领导能力
669JJh!9CJ "B9JJhH9JH !9!6H 7977"

人际关系
"B9#"hH9HJ "H9!7hH9!6 !97"6 7977!

法律伦理实践
"C9IBhI9"H "I9CBhI96" 69HBH 797"C

专业发展
"!9IChJ9JI ""9H7hJ9HI 69#!" 7977#

教育咨询
"H9"ChH9"H "!967h!96" 696"B 79767

@

!

讨
!!

论

@9>

!

基于护士核心能力框架的
V38N

能以考促学&

J#"

重庆医学
67"C

年
"

月第
JB

卷第
"

期



提高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

自主导向学习的学习过

程依赖于学习者在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最终帮助学

习者获取知识&修改行为并可能影响他们的个性$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护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可能

与考核实施前护生理解各考站任务'明确各考站评价

标准&并能够对照标准主动学习'规范行为有关!张

东强$

"6

%认为评价标准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起到重要

的引导作用&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促进其自我提升和

不断进取!本研究以
L38

为基础&将护生带入真实

情景&一方面提高护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护生通过对
V38N

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反思和总结&逐渐认识到自身的优

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护生针对性的补缺补差&提

高其自主学习能力$

"!:"J

%

!在本研究试验组护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计划与实施维度和人际沟通维度得分虽

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97H

#&提示研

究者今后实施
V38N

时&在站点与考核内容设置中应

注重护生学习计划和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与考核!

@9?

!

基于护士核心能力框架的
V38N

有助于提升护

生的核心能力
!

核心能力是护士的相关知识'技能和

态度这
!

个基本属性在实践中的有机结合&并反映在

评判性思维'临床护理能力等方面$

C

&

"H

%

!临床实习期

是护生走向护理岗位的实践性学习过程&是其临床能

力得以全面训练的关键时期!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

组护生核心能力得分高于对照组&与其他文献研究结

果一致$

"I:"B

%

!原因在于&本研究中的
V38N

方案依据

+中国注册护士核心能力框架,及+护理本科生临床护

理实践教学大纲,要求设计&将临床护士的
#

项核心

能力要素融入各站点&在考核过程中不断培养护生分

析问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各项能力&为其尽快适

应未来临床工作的需求打下坚实基础!

基于护士核心能力框架设计的
V38N

方案&以

L38

为引导&以分站式的考核为特色&有利于提高护

生的核心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尚不够大&未能遵循盲法试验原

则&可能存在霍桑效应和正向偏倚&故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在今后研究中应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研究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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