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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实习生带教手册》的制作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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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目的：设计制作急诊护生带教手册，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带教中，旨在提高临床带教管理质量。方法：

自行设计具有临床带教特色的《急诊护理实习生带教手册》（以下简称《急诊护生带教手册》），并规范临床带教，

旨在观察分析带教手册的使用效果。结果：使用带教手册 2 年来，护生的出科满意度、理论及技能考核成绩呈逐

年提高趋势（P<0.05）。结论：《急诊护生带教手册》的应用可规范临床带教管理，并能有效提升实习护士的综

合急救护理能力，提高其实习带教满意度，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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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护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
重要环节，是护生掌握专业技能的重要途径 [1-2]。急诊护
理面临的是病情复杂、生命垂危、年龄差异较大的患者，
且被动面临突发伤、批量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一个高技
术、高风险、高责任的工作 [3]。受工作环境、学习积极性
等因素的影响，急救护理带教成为临床教学工作的难点。
为进一步规范急救护理的临床带教工作，培养护生临床
思维及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带教质量，我院根据急诊科的
工作特点，编写了《急诊护理实习生带教手册》。该手册
的内容涵盖科室环境、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常见病种急
救护理流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常用急救药物知识及情
景案例等相关知识，并将手册应用于护生带教中，收到了
理想的运用效果，现将具体过程及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在急诊科实习的

80 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本科学历 60 名，大专学历
20 名 ；男生 18 名，女生 62 名 ；实习时长均为 4 周。带
教教师均是在急诊科工作 3 年以上，具备大专及以上学
历，并经医院教学管理委员会审核，取得聘用资格的护师
及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

1.2 方法
1.2.1 建立教学管理小组 成立以护士长为组长、

科室总带教教师为副组长的教学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共
6 名，其中副主任护师 2 名、主管护师 3 名、护师代表 1 名 ；
研究生学历 1 人，其余 5 人均具有本科学历。组员负责
手册的制订、修改、培训等工作，并通过收集手册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开展持续改进。

1.2.2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的制订 根据各医学
院校护理专业的临床实习大纲，同时结合我院急诊科的
临床特点、实习目标要求，通过科室教学管理小组成员讨
论、查阅相关书籍及文献资料等途径，经总带教教师初步
拟定，教学管理小组成员初步审核、修订后上报至护士长
进行审核，最终确定包含基本知识、专科知识两大部分的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其中，基本知识包括科室环境、规
章制度、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突发事件上报流程等内容 ；
而专科知识则包括抢救患者的安全护理、常见病种的急
救护理流程、急诊常用药物的知识及情景案例等内容，此
外，急诊实习周目标计划也附在带教手册中。

1.2.3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的实施 
1.2.3.1 带教教师培训考核 教学管理小组成员在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实施前，需对手册的章节内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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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等内容进行统一解读、培训、考核，
以确保临床教学的规范性、标准化。

1.2.3.2 护生入科培训时应用 入科当天，轮转到
急诊科的护生在总带教教师的带领下根据《急诊护生带
教手册》的内容进行入科宣教。带教教师向护生介绍急
诊科环境布局、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发生职业
暴露的预防及处理、突发事件上报流程及实习周目标计
划等内容 ；同时，告知护生手册使用方法及相关内容，供
实习期间的护生查阅，护生可以提前预习科室的相关专
科知识，了解本科室的主要学习内容和课程安排，以保证
实习效果。

1.2.3.3 护生操作示教时应用 在开展操作示教
前，要求护生预习手册相应章节内容，初步了解操作项目
的适应证、禁忌证、操作流程等情况，进一步加深操作示
教对护生的作用。护生在操作练习过程中，可通过相互
指导，及时发现操作易错、易漏等环节，并借助带教手册
和查看操作标准等方法，保证操作项目规范。

1.2.3.4 护生临床带教中应用 带教教师在临床带
教过程中，根据手册内容及专科教学周计划安排，传授护
生急诊专科知识，确保其所学知识的系统化。

1.2.3.4.1 为护生讲解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 如讲
解卒中患者急救工作流程、时间节点等管理要求，让护生
初步掌握卒中患者绿色通道救治工作流程，了解卒中中
心建设的意义。

1.2.3.4.2 为护生讲解预检分诊标准和专家共识，
如急性胸痛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体征及预检分诊评估
原则和要求 ；指导护生使用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使学
生对预检分诊评估原则和要求形成初步了解，掌握心电
图机各导联连接的位置和作用，并协助护生掌握心电监
护仪使用注意事项、导联电极片放置的位置。

1.2.3.4.3 为护生讲解血管活性药物的作用、剂量、
用法等急救物品药品的相关知识及抢救车的管理要求，
使护生初步掌握急救物品药品的管理规范及使用原则。

1.2.3.4.4 为护生讲解急性心肌梗死抢救的医护配
合要点、患者转运管理等急危重症患者急救护理流程 ；
现场模拟使用除颤监护仪，让学生初步掌握电除颤适应
证、电极板放置位置、注意事项及转运患者的时机、转运
前评估、转运交接单填写及转运注意事项等内容，促使护
生体会到胸痛中心建设的意义所在。

1.2.3.4.5 为护生讲解气管插管的抢救配合及重症

患者的管理，在现场模拟使用呼吸机和简易呼吸器，让学
生初步掌握气管插管物品的准备、抢救配合步骤、简易呼
吸器的工作原理及各部件连接方法，并对呼吸机管道的
连接情况、各参数的设置等进行了解。

1.2.3.4.6 进行床边护理教学查房并组织讨论，现
场模拟使用洗胃机。护生实习期间，每 2 周安排一次教
学查房 ；查房前，由护士长组织教学管理小组成员搜集
急诊常见并具有代表性疾病的临床资料发放给护生，鼓
励护生根据病例资料及带教手册相关知识，通过查阅相
关书籍、文献等提出问题 ；查房期间安排护生组长进行
主持，一位小组成员负责记录，由总带教教师根据护生讨
论结果进行点评、补充 ；最后由护士长进行总结，让护生
了解医护一体化查房的目的，懂得如何使用正确的方法
解决患者存在问题。此外，指导护生初步掌握洗胃的适
应证、禁忌证，以及洗胃过程中的病情观察要点及洗胃机
终末消毒要求。

1.2.3.4.7 为护生讲解急诊患者的心理特点，告知
护生相关沟通技巧，让其了解如何对急症患者开展健康
教育、如何完成有效沟通。

1.2.3.4.8 为护生讲解突发事件和群发伤的管理干
预，让护生了解群发伤患者的急救配合要点、突发事件的
上报要求。

1.2.3.5 护生出科考核中应用 在临床实习过程
中，带教教师按专科操作标准训练指导学生操作 ；由教
学管理小组成员在学生出科前 2 天，对学生进行出科理
论及操作的考核，使学生能熟练掌握急救专业、心肺复苏
术等专科理论和操作方面的知识。召开带教教师、学生
的座谈会，通过发放“教学满意度测评表”收集整个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并采取持续改进，由护士长进行出
科小结 [4]。

1.3 评价指标
1.3.1 对比两组护生的学习效果 涵盖出科理论

考核成绩、出科技能考核成绩。在护生出科前 2 天统一
进行考核，考核试卷难度、固定操作技能考试项目和评分
标准均采用百分制进行评价。

1.3.2 对比两组护生的满意度 通过我院的教学
满意度测评表完成评定，内容包括带教计划、教学态度、
业务水平、教学技能、病区教学管理 5 大项，每项测评分
值依次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对应为非常满意、
满意、基本满意、一般、差 ；得分越高代表护生对带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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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分析本研究数据，计量

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出科考核成绩对比
实施第 2 年的理论知识考核得分、操作技能考核得

分均高于实施第 1 年（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生出科考核成绩对比 [(x±s), 分 ]

评价内容 实施第 1 年 实施第 2 年 χ2 P

理论知识考核得分 90.64±2.06 95.73±0.82 -5.0875 <0.001

操作技能考核得分 88.34±1.35 92.03±1.17 -3.6875 <0.001

2.2 两组护生出科教学满意度对比
实施第 2 年的带教计划、教学态度、业务水平、教

学技能、教学管理各项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实施第 1 年
（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生出科教学满意度对比 [(x±s), 分 ]

评价内容 实施第 1 年 实施第 2 年 χ2 P

带教计划 3.62±0.59 4.90±0.30 -1.275 <0.001

教学态度 3.60±0.59 4.82±0.39 -1.225 <0.001

业务水平 3.60±0.55 4.92±0.27 -1.325 <0.001

教学技能 3.52±0.55 4.88±0.34 -1.35 <0.001

教学管理 3.48±0.51 4.90±0.30 -1.425 <0.001

3 讨论
3.1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的应用规范了临床带教

管理
急诊科临床带教教师的工作繁忙，难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统筹带教工作，而传统的带教模式缺乏系统性 [5]。
该研究通过制定具有临床特色的带教手册，对带教教师
的教学内容进行统一 ；通过制订带教周目标计划，规范
带教教师的教学内容，解决科室带教“教什么”的重大问
题。科室带教教师可按照带教手册的教学内容，有计划、
有步骤地对护生开展相关教学，既规范带教教师的带教
过程，又要求带教教师自身需具备足够的专科理论知识，
熟练运用所掌握的专科急救技能，以不断优化教师的自
身知识结构，同时能拓展带教思路、创新带教理念 [6-7]，有
利于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

3.2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的应用激发了护生的学
习主动性

本研究将带教手册应用于护生急救实战培训中，在
手册上附上常用、急需的急救知识点，同时详细列举急救
中常见抢救案例的临床表现、护理抢救配合方法、每周学
习目标计划等内容，让护生在实习过程中明确学习内容

及方向，促使其按计划开展实习，进而激发其学习兴趣。
以手册为教学载体，寓教于学，在培养护生临床思维能力
的同时 [8-9]，强化护生的学习主动性，进一步调动护生的
学习积极性，促使护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与患者形成有
效沟通，运用专业知识为患者答疑解惑，提高了患者对护
生的满意度，进而提高了护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程
度及急救技能的熟练度 [10-11]。

3.3 《急诊护生带教手册》的应用提高了带教满意
度

急诊护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急诊带教得到了实习
护生的一致好评，满意度逐年提高。护生们表示，有《急
诊护生带教手册》作为参考依据，让其了解、熟悉、掌握
急诊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专科知识技能等内容，并清
晰知道科室的带教安排 ；此外，手册上的内容能指导其
开展相关学习，对实习的帮助较大，发挥了临床带教的优
势。

综上所述，在实习过程中，明确护生的学习目标，让
护生有章可循，可有效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规范临床带
教管理，继而有效提升护生的急救综合护理能力，最终提
高了教学质量及带教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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