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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层级带教在临床护士实习生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2019年11月－2021年11月在

我院进行实习的临床护士实习生共120名,采用随机小球法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60名。对照组应用常

规带教模式,观察组应用层级带教模式。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带教效果。结果 观察组护士实习生综

合能力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带教满意度优于对照

组(P＜0.05)。结论 层级带教模式可以显著促进护士实习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提高护士实习生的考核成

绩,并保证带教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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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in nursing teaching of clinical 

nurse trainee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linical nurse interns who practiced in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9 

to Nov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appli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pplied with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e intern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ore of nurse traine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e interns, improve 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of nurse interns, and ensure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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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是一种集实践性、理论性为一体的学科,所以这就需

要护理从业人员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学科知识,并具备熟练的

操作技能与良好的职业道德。目前我国在培养临床医护人员的

过程中,常会涉及临床实习带教的方法,通过临床实习带教可以

加深护士实习生对理论知识的认识,并使护士实习生可以将理

论与实践进行衔接[1]。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临床带教工作开展的

过程中尚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无疑会增加临床带教

的难度,而带教工作本身所影响的则是护士实习生的培养。既往

在培养护士实习生时,所采用的主要便是常规带教模式,但在当

下常规带教模式实际上已经很难满足带教的实际需要。正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基于临床带教的实际情况采用层级带教模式,便

成为提高带教质量,强化护士实习生培养的重要保障[2]。鉴于此,

此次研究将围绕着层级带教模式在临床护士实习生护理教学中

的应用进行分析论述,见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1月－2021年11月在我院进行实习的临床护士

实习生共120名,采用随机小球法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60名。

纳入标准：纳入研究的护士实习生可配合完成各项调查；排除

标准：中途退出临床实习者；资料不齐全者。对照组男5名,女

55名,年龄19-24岁,平均年龄(21.13±0.54)岁；本科25名,专科

35名；观察组男4名,女56名,年龄19-24岁,平均年龄(21.35±

0.46)岁；本科24名,专科36名；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未见显著

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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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应用常规带教模式,应用“一对一”的传统带教方法,

第一天由总带教人员向实习生介绍工作职责、规章制度等,第二

天由高职称、高年资的带教人员,进行临床带教,而后根据科室情

况,向实习生讲解科室护理的流程、程序,并逐步加以指导。每2

周由总带教人员,向护士实习生进行护理查房指导、临床讲课。 

1.2.2观察组 

观察组应用层级带教模式,具体见下：(1)护理分级。对带

教的医务人员进行分级,初级责任护士为N1级,高级责任护士为

N2级,护理组长为N3级。N1级负责基础的护理技能、理论的培养。

N2级负责专科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培养。N3级负责综合素质的培

养。(2)带教前培训。在护士实习生开始实习前,要对其进行系

统培训,培训上要将护士实习生仅重视实践操作,不重视护患沟

通的观念转变,并要帮助护士实习生树立以患者为核心的护理

理念。其次要对护士实习生的礼仪、穿着进行指导,并提高护士

实习生的书写规范等,上述内容由N1级带教人员进行培训。 后

要对护士实习生进行基础的法律培训,提高护士实习生的法律

意识、自我防范意识,组织护士实习生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此类

内容由N3级带教人员负责培训。(3)带教中培养。带教的前两周

由N1级带教人员,带领护士实习生对科室环境进行熟悉,并负责

了解各科室的规章制度、医疗设备与设备使用、管理方法,明确

具体的安全措施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运用大课模式进行基础护

理知识、护理技能、安全防护等方面知识的讲解,并通过现场示

范的方式,帮实习生掌握具体知识。而后由N2级带教人员进行培

养,对专科护理专业技能等内容进行学习,包括无菌操作、皮下

注射、建立静脉通道、灌肠、心肺复苏等技能进行学习,并要帮

助实习护生掌握常见疾病护理与常见操作流程的培养等内容。

后两周由N3级带教人员进行带教培训,主要内容包括病例分

析、护理管理、临床思维等内容, 后每两周要进行1次临床讲

课或护理查房。(4)带教考核。对参与临床实习的护士实习生进

行考核评价,评价的主要项目包括基础护理、专科技能、健康教

育、文书书写、应急能力,考核内容包括理论成绩、操作成绩、

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在对护士实习生考核的过程中,

需要N1级、N2级、N3级带教人员共同进行。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带教效果。综合能力评分包括基础

护理、专科技能、健康教育、文书书写、应急能力,每项满分20

分,评分越高表明学生对应能力越强。考核成绩包括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满分100分。带教满

意度采用自拟的带教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护士实习生的主观满

意度,满意度=(满意+一般满意)/例数×100%[3]。 

1.4统计学处理 

此次研究使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均数±平方差( x ±s)

为计量资料,百分比为计数资料,行x
2
、t值检验,P＜0.05,存在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综合能力评分 

观察组护士实习生的综合能力评分优于对照组(均P＜

0.05)。如表1： 

表1 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综合能力评分(±s,分) 

组别 基础护理 专科技能 健康教育 文书书写 应急能力

观察组

(n=60)

17.21±

2.83

18.45±

1.17

17.95±

1.47

18.05±

0.96

18.17±

0.83

对照组

(n=60)

14.65±

2.54

16.36±

1.21

14.33±

1.25

13.25±

1.03

15.64±

0.65

t 5.215 9.618 14.532 26.406 18.589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 

结果显示,带教前理论成绩、操作成绩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带教后观察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好于对照组(P＜

0.05)。如表2： 

表2 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 x±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带教前 带教后 带教前 带教后

观察组 60 70.74±

3.36

91.28±

5.77

75.74±

3.58

88.69±

4.28

对照组 60 71.28±

3.41

84.63±

4.26

76.04±

3.64

84.37±

3.31

t 0.874 7.182 0.455 6.185

P值 0.384 0.000 0.650 0.000

 

2.3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 

带教前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带教后观察组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好于对照组

(P＜0.05)。如表3： 

表3 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 

( x±s,分) 

组别 例数 专科技术成绩 综合素质成绩

带教前 带教后 带教前 带教后

观察组 60 75.69±

4.25

87.36±

4.05

68.39±

2.35

80.15±

3.69

对照组 60 75.83±

4.36

80.18±

3.76

69.10±

2.28

75.82±

4.13

t 0.178 10.064 1.680 6.056

P 值 0.859 0.000 0.09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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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带教满意度 

观察组护士实习生的带教满意度好于对照组(P＜0.05)。如

表4： 

表4 对比两组护士实习生的带教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60 35 22 3 95.00%

对照组 60 20 29 11 81.67%

x2 5.175

P 值 0.023
 

3 讨论 

3.1常规带教模式的局限性 

临床带教是科室针对护理实习生所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

通过临床带教的落实,可以强化实习护士的护理操作能力,促

进理论与实践的衔接,故而其对于实习护士的培养有现实意

义[4]。但就当下的情况而言,传统的常规带教模式如今已难堪

大用,并不能保证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中,常规带教模式的局

限性主要体现在知识、技能传递的被动上。实践表明,常规带

教过程中主要是沿理论知识向教师示范的“老路线”进行带

教,并忽略了多种因素对带教效果的深刻制约。首先,不同学

生间在学历、知识掌握程度上有较大差异,所以在带教时,采

用常规带教模式无法保证每位实习护士掌握知识、技能[5]。其

次,常规带教模式下知识、操作能力的指导缺乏系统性,这会

影响到实习护士对知识的掌握,并会对实习护士的积极性造

成影响。此外,不同实习护士间的学习能力以及带教人员的个

人精力、时间等,往往也会对带教的 终结果造成不利影响。

故而常规带教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局限性相对明显,所以采取

全新的带教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3.2层级带教模式在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层级带教模式是目前在临床护理带教中经常会应用到的带

教模式,此种方法应用后,可以根据带教人员的情况划分层级,

在层级划分完成后便可以实现对护士实习生的有序化培养。首

先,层级带教模式在应用后,可以将带教人员的层级予以合理划

分,划分后便可以保证带教的计划性,确保不同层级的带教效果

均可以得到显著发挥。其次,层级带教模式的应用还有助于促进

护理教学的循序渐进,即可以由不同级别的带教人员,负责相应

的带教工作,确保学习内容由基础向专科过渡,并由简单逐渐过

渡到复杂,完善护理带教的培训计划,提高护士带教的整体水

平。另外层级带教模式的应用,还有助于提高实习护士的学习积

极性,培养实习护士的学习能力,使其可以更好地进行临床实践

操作,增强实习护士参与临床工作的信心。另外通过层级带教模

式应用后,还可以对实习护士的临床操作加以规范,而在实习护

士通过学习后能够积累一定的临床经验,这对于其日后参加临

床工作有重大帮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士实习生的综合能力评分优

于对照组(均P＜0.05)。带教后观察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好于

对照组(P＜0.05)。带教后观察组专科技术成绩、综合素质成绩

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士实习生的带教满意度好于对

照组(P＜0.05)。由此可见,通过层级带教模式的应用,可以大大

提高临床带教效果,这同既往报道的结果接近。提示层级带教模

式具有理想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层级带教模式可以显著促进护士实习生综合能

力的提升,提高护士实习生的考核成绩,并保证带教满意度,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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