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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DCA循环的护理实习生分层技能
培训应用及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探讨

陈 意 杨 雪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目的:探讨将PDCA循环作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实习生分层技能培训应用以及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方法:分别纳入2018
年3月至2019年6月及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两个时间阶段于我院实习的96名护士,并将前一阶段作为对照组,采取常规分

层技能培训,后一阶段作为观察组,采取基于PDCA循环的分层技能培训,对两组技能培训效果加以观察,并评估其护理教学质量。
结果: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学习态度、沟通能力、护理文书、临床实践等方面评分均相较对照组更高(P<0.05)。结论:将PDCA循环

作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实习生分层技能培训应用效果明显,可以提高护理教学质量,促进护理实习生综合能力提升,值得临床护理教

学大力推广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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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erarchical
 

skill
 

training
 

for
 

nursing
 

interns
 

and
 

its
 

impact
 

on
 

teaching
 

quality.Methods:
 

48
 

nurses
 

who
 

were
 

intern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8
 

to
 

June
 

2019
 

and
 

from
 

Septem-
ber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included,
 

and
 

the
 

former
 

stage
 

was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atter
 

stage
 

was
 

taken
 

as
 

the
 

ob-
servation

 

group.The
 

effect
 

of
 

skill
 

training
 

based
 

on
 

PDCA
 

cycle
 

was
 

observed,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eaching
 

was
 

evaluated.Results:
 

the
 

scores
 

of
 

learning
 

attitude,
 

communication
 

ability,
 

nursing
 

documents
 

and
 

clinical
 

practice
 

of
 

nursing
 

inter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ierar-
chical

 

skills
 

training
 

for
 

nursing
 

interns
 

is
 

obvious,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eaching,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ing
 

interns,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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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实习是护理学教育较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学生在接受
护理学专业院校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教育后,临床实践是其学习
和接受专业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是护理学学生毕业后较为核
心的护理专业学教育,学生经过长时间的在校理论学习,而后再
有效结合临床实践,提高自身护理能力,为后续临床护理学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1]。随着护理学的不断发展,医院通过对护理
教学的不断深入研究,对护生予以分层技能培训,也就是以护生
的学历作为基础,将其分为大专、本科、研究生三种层次,予以不
同的培训方式提升其护理技能[2]。PDCA循环是一种用于提升
企业质量控制水平的质量管理理论,现已广泛应用于护理管理
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本次将我院不同时间阶段的96名护
生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将PDCA循环作为理论基础的护理
实习生分层技能培训应用以及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分别纳入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及

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两个时间阶段于我院实习的96名护
士,并将前一阶段作为对照组,采取常规分层技能培训,后一阶
段作为观察组。观察组:男性7名,女性41名,年龄20~26岁,
平均年龄(23.56±1.42)岁,其中大专学历19名,本科学历20
名,研究生学历8名。对照组:男性6例,女性42例,年龄21~
27岁,平均年龄(23.55±1.38)岁,其中大专学历21名,本科学
历20名,研究生学历7名。两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
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取常规分层技能培训

1.2.1.1 专科护生 专科学生理论知识相对来说比较薄
弱,带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侧重理论知识教学,通过相关教学
视频、PPT课件让护生对常见疾病发病机制、治疗方案有所了
解,并掌握药物的药效及应用方式,使护生能对患者实施有效的
健康宣教、用药指导。
1.2.2.2 本科护生 本科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

采用PPT教学形式让护生对常见疾病相关护理方式加以了解,

例如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及音乐疗法;带教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将理论结合操作教学,培养护生翻身拍背、静脉穿刺等护理操作
技能,让其积极参与到教学护理活动中,并不断练习护理基础,
提升熟练度。
1.2.2.3 研究生护生 研究正护生相对于专科和本科护

生而言,理论知识较扎实,所以带教老师应侧重对其临床护理技
能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介绍基础护理操作重点、临床
仪器应用方式、疾病相关适应证、常见护理方案等,护生应跟随
带教老师进行一周的查房工作,而后再独立进行查房,在培训过
程中应尽可能做到能用手操作就不放眼,配合医生做好充分的
护理准备和工作,并学会适应护理人员这一全新角色。
1.2.2 观察组采取基于PDCA循环的分层技能培训

1.2.2.1 计划(Plan) 带教老师应在带教前为第一层次护
生制定相应的实习计划,例如针对专科护生需要其在实习第一
周重点了解相关疾病基础知识及用药标准;针对本科护生需要
其在实习第一周在基于理论知识掌握护理相关操作技能;针对
研究生护生则需要其对疾病相关护理方案加以了解,并具体了
解护理方法。
1.2.2.2 实施(Do) 教学过程中针对专科护生带教老师

应采用PPT课件、视频教学等形式,让护生对疾病资料方案和
常用药有所了解,教学后还需将课件发放给每位护生,使其自行
强化学习;对于本科护生则在实习第一周便实施基础护理操作
培训,带教老师需在教学过程中教授学生护理时需涉及的护理
操作,并根据相关实际病例进行演示;针对研究生护生则需对培
训其整体护理方法,根据实际病例讲解整个护理过程,例如对实
施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应全面整理相关康复护理方案,让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了解到具体护理方法。
1.2.2.3 检查(Check) 护生在实习一周后,带教老师需

检查其学生状况,依据每个层次护生实习计划,同时与教学内容
相结合,对其具体掌握程度加以了解,并依据评估结果总结实习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2.2.4 处理(Act) 将总结的问题逐一分析解决,例如

·951·



药
 

店
 

周
 

刊 药学教育

专科护生可能对理论课堂兴趣不高,觉得教学内容过于枯燥,针
对这一情况带教老师就应改进教学内容与方式,在教学理论时
可以适当穿插实际案例,并予以护生应有的鼓励,提高其学习积
极性。
1.3 观察指标 带教老师对其学习状况进行评分,应用理

论知识考核及情景模拟+Mini-CEX技能考核评分标准进行考
核,其中每个项目总分值均为30分,分数越高提示临床思维和
临床操作能力越强。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次研究所得所有项目数据资料均

纳入SPSS
 

22.0软件分析,t检验与χ2 检验,P<0.05可认为有
统计学意义,P<0.01表示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
2 结果

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学习态度、沟通能力、护理文书、临床实
践等方面评分均相较对照组更高(P<0.05),见表1。

表1 两组护理实习生综合能力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学习态度 沟通能力 护理文书 临床实践

观察组 48 25.26±3.31 25.63±3.29 25.98±2.78 25.76±3.65
对照组 48 18.76±2.69 19.06±2.69 18.99±2.51 18.88±2.76

t — 8.063 8.180 10.002 7.955

P —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护理实习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诸多方面特别是在风

险意识上,由于没有临床实际操作的缘由,所以存在极大的不足
之处,基于这种情况是不能满足临床实际操作需求的。护理实
习生属于医院护理学科未来的新生力量,对其实施规范化、专业
化的护理学培训和教学,为其护理理论知识及临床实际操作能
力打下坚实基础,促使护理实习生在接受相应的规范化、科学化
专业护理教学后能很快便融入到临床实践这一岗位中[3]。

随着现代护理教育模式的转变,临床开始广泛应用护生分
层技能培训,针对不同层次的护生指定相应的实习目标,实施灵

活、差异性教学,全面兼顾不同层次护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及学习知识技能提升。本次研究对观察组护生应用PDCA循环
进行培训,培训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计划、实施、检查以及
处理。计划阶段主要是对不同层次护生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后,
根据护生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定相应的培训方案。实施阶段是
将计划过程中制定的培训方案进一步落到实处,以实施具体的
行动来解决护生具体存在的问题[4]。检查阶段是对护生经过培
训后的具体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处理阶段则是根据护生考核评
估结果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纠正,如未达到预期的标准,应
再次实施培训。从研究结果可见,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学习态度、
沟通能力、护理文书、临床实践等方面评分均相较对照组更高
(P<0.05),提示将PDCA循环作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实习生分层
技能培训具有较高有效性[5]。

综上所述,将PDCA循环作为理论基础的护理实习生分层
技能培训应用效果明显,可以提高护理教学质量,促进护理实
习生综合能力提升,值得临床护理教学大力推广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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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7页)究与探讨,通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等方式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过程中不仅可将既往被动学习的状态
转换为主动学习,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更可培
养其通过不同途径获取信息的能力;在与同学、老师进行讨论
沟通的过程中,不仅可再一次加深对问题相关理论知识的印
象,还可培养学生综合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整个讨论学习
的过程可使每个学生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并掌握与他人
沟通合作的方法与技巧,帮助其正确认识到自己在临床实习过
程中所对应的角色与地位;以典型病例作为研究基础带领学生
定期进行教学查房,可更好地帮助学生将书本知识更好地应用
于临床实际工作中,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并
提高临床操作能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
更好的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与能力,从而增强了学生在面临实际
工作中的应变协调能力。本次研究结果显示,PBL教学组学生
理论与实际操作考核频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且对学习兴趣程
度较高。由此可见将PBL模式应用于普外科临床带教中不仅
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热情,还可提高其团队协作与沟
通能力,在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同时为其今后的职业发展提供

支持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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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58页)急性阑尾炎发病突然,患者腹痛明显,其心理
易发生变化,以为病情十分严重,实施手术治疗的患者,患者担
心手术效果及术后疼痛感,因此,加剧其心理负担,对患者造成
不利影响,因此,医护人员除开展常规的救治措施外,还需要重
视患者身心护理[4],促使其尽快恢复至正常生活中。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健康信念提升情况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
分优于对照组,可见健康教育护理干预的实施使得护之间建立
和谐的良性关系,双方在尊重及信任的基础上,促使疾病获得
更好恢复。

综上所得,老年急性阑尾炎患者实施健康教育可提升其健
康信念,生活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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