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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丽红 

【摘要】目的：探讨核心能力培养在急诊专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按照核心能力培养的目标，结合

不同岗位的实习计划的具体情况，制定实习计划，并组织落实。结果：通过核心能力的培养，护生的综合素质和

带教满意度显著提高。结论：在临床中注重护生核心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护生的临床护理能力，以适应社会

对护理人员的要求。 

【关.询】急诊；实习带教；核心能力 

急诊科是“急危重症病人最集中的地方，病种最复杂，时间最紧迫，突发事件也最多，抢救与管理任务最重”的

科室[1]。急诊科的医疗护理质量体现了特点是“急、忙、杂、乱”，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培养的年轻护士无法

直接提供临床护理能力，而临床护理能力却是专科护士核心能力架构的核心[2]。因此，通过以提高专业核心能

力的教学实践，护生在专科技术考试成绩、综合考核成绩和带教老师的满意度等方面均得到了提高，介绍如下。 

1.对象 

将2008年3月至2009年1月在我院急诊科实习的149名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1人，女138人；本科生90人，大专生59

人；年龄17-21岁，平均19.22±2.02岁。将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在我科实习护生184名作为试验组，其中男20

人，女164人；大专生80人，本科生104人；年龄18~21岁，平均19.79±1.98岁。两组护生在年龄、性别和文化学

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其中对照组按传统教学方法执教，观察组为应用核心能力培训方法执

教。 

2. 方法  

2.1 制定教学计划 

按照实习大纲要求，每批实习学生在急诊的实习按照岗位轮换制度进行为期4周的实习，第1-2周在急诊观察区，

第3周在急诊ICU，第4周在接诊区，结束实习时进行带教老师进行教学质量评估，护生填写带教老师满意度调查

表，主带教及带教护长总结带教效果。 

2.2 制定教学内容  

对照组按照传统教学方法即根据各批护生所在院校的实习大纲要求制定岗位实习目标，以各种常见急危重症的观

察内容与护理要点为主，内容见表1。 

表1 急诊护理专业传统教学计划 

周次 

岗位 

教学目标 

教学形式 

1-2

观察区 

掌握发热患者的护理要点 

掌握创伤患者的护理 

熟悉高血压患者的护理及降压药物的护理 

熟悉COPD急性发作期患者的护理要点 

理论授课 

岗位实习 

3

监护室 

熟悉急性左心衰患者的观察与护理 

熟悉1型呼吸衰竭患者的观察与护理 

掌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观察与护理 

掌握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洗胃技术 

掌握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电图类型 

了解心肌梗塞患者的护理 

理论授课 

岗位实习 



操作技术示范：描记心电图 

4

接诊区 

掌握腹痛患者的分诊技术 

掌握发热患者的分诊技术 

掌握120出车流程 

掌握外伤患者的接诊技术 

理论授课 

岗位实习 

操作技术示范：青霉素皮试 

观察组根据实习大纲要求以及急诊科专业核心能力培训计划，再结合急诊工作特点和带教老师的素质，分阶段进

行带教质量的评估，总结带教效果。内容见表2。 

表2急诊护理专业核心能力教学计划表 

周次 

岗位 

能力需求 

教学目标 

教学形式 

1-2

观察区 

直接提供临床护理的能力 

科研能力 

掌握发热患者的体温观察方法及降温措施的实施 

掌握腹泻患者的观察要点以及留取粪便标本的方法 

熟悉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监测方法与降压药物应用副作用 

熟悉COPD急性发作期患者的动脉血气分析意义、血氧饱和度监测方法及氧气吸入技术 

理论授课 

岗位实习 

撰写一篇综述 

3

监护室 

教育与指导能力 

与他人合作能力 

伦理决策权力 

掌握急性左心衰患者的观察与及指导预防便秘知识 

掌握1型呼吸衰竭患者的观察与吸氧吸痰护理，指导正确排痰方法 

掌握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的血糖监测技术以及胰岛素的使用要点，正确指导低血糖反应的预防方法 

熟悉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洗胃技术 

熟悉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电图描记技术与除颤机的使用 

熟悉心肌梗塞患者的心电监护技术 

理论授课 

岗位实习 

操作技术示范：描记心电图 

4

接诊区 

领导与决策能力 

提供咨询能力 

掌握腹痛患者的分诊技术 

掌握发热患者的分诊技术 

熟悉120出车流程 

熟悉外伤患者的接诊技术 

掌握外伤患者和危重症患者的转运技术 

理论授课 

岗位实习 

操作技术示范：青霉素皮试 

2.3选择带教老师 带教老师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临床教学水平。我科将带教老师的准入标准设定为学历本科

以上，专科工作资历2年以上，具有职业道德，熟悉各项带教管理制度，工作态度严谨认真。 

2.4 教学理论授课 带教护长每周将护生集中一次开教学反馈会议，及时评价教学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根据教学

计划中的难点和重点进行针对性授课或者操作示范。 

2.5 考核制度 出科考核包括操作考核和理论考核。操作考核评分以百分制，按照我院基础护理操作技术考核评

分标准，由其带教老师和主带教老师进行考核。理论考核由带教护士长从我院护理“三基”题库抽取题目考核，

实施集中闭卷考核。最后考核结果由带教老师批改和评分，带教护士长整合操作和理论考核成绩进行出科总结。 

2.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χ±s表示，两样本均数间的比较用t检验。率的比

较用χ2检验。 

3 结果 

3.1 两组护生的操作考核成绩和理论考核成绩比较，操作考核内容为青霉素皮试，理论考核成绩包括七项核心

能力的考核，结果见表3。 



表3 两组学生操作考核与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试验组 

（n=149） 

对照组 

（n=184） 

操作考核成绩 

86.77±6.88 

90.70±4.42 

理论考核成绩 

87.23±9.45 

82.01±5.75* 

直接提供临床护理能力 

53.73±2.33 

52.15±1.11* 

领导与管理能力 

8.07±1.91 

7.83±2.35* 

伦理决策能力 

8.87±0.97 

7.29±1.06* 

专家指导能力 

4.59±0.66 

3.53±0.74* 

临床科研能力 

3.37±0.49 

3.35±0.51 

提供咨询能力 

4.60±0.31 

3.97±0.44* 

与他人合作能力 

4.00±0.29 

3.89±0.50 

*两组t值比较为17.011，p值＜0.001； 

3.2 护士对带教老师从带教态度、责任心、亲和力、语言表达能力、理论水平、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按照满意和不满意两种等级进行评定，结果见表4。 

表4 两组学生对本组带教方法满意度的比较 

调查内容 

对照组 

试验组 

χ2值 

人数（n=149） 

百分率（%） 

人数 

（n=184） 

百分率（%） 

教学态度严谨认真 

110

73.83

150

81.52

7.002

按时完成教学计划 

137

91.95

177

96.20

5.493

理论基础扎实 

99

66.44

144

78.26

14.819*

操作技术规范 

101



67.79

155

84.24

6.554

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102

68.46

141

76.63

12.032*

调动学习积极性 

94

67.14

122

66.30

4.023

教学方法多样 

90

60.40

156

84.79

24.871*

具有团队精神 

142

95.30

173

94.21

8.116

*表示p值＜0.001，具有统计学差异。 

4.讨论 

4.1 本研究发现两组实习护生在操作技术考核成绩无统计学差异，而理论考试则有显著差异（见表3）。分析原

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急诊科实习轮转计划中要求掌握的操作为青霉素皮试一项，而轮转周期有4周，因此2组护

生均有充分的时间去练习该项操作，争取较好成绩；②操作考核项目为实习大纲规定内容，而理论考核内容则是

根据临床工作对护士的临床护理能力要求而制定。因此，专业核心能力制定的教学计划与传统的岗位轮转教学计

划相比，对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要求较高，有利于加强学生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有利于她们以后走上工

作岗位；③此次研究的操作考试项目内容单一，未能全面反映护生在实习过程中核心能力的提高，尤其是教育与

指导能力、科研能力和领导与决策能力，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考核方式。 

4.2 本研究发现发展核心能力为主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护生对带教老师的满意程度，这点从表4可以看出。原

因可能是新的教学方法对带教老师提出新的要求，包括提高自身理论水平，根据自身年资与岗位核心能力要求不

断提升专业素质。作为处理危重症患者最多的急诊专业护士，必须具备①直接提供临床护理能力；②领导与管理

能力；③伦理决策能力；④专家指导能力；⑤临床科研能力；⑥提供咨询能力；⑦与他人合作能力[2]。而这些

恰好是护士在轮训期间所必须学习的内容。通过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护生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技术和知识，还能

感受到专业的价值[3]，有利于她们以后投入到工作中去。 

4.3 此次研究中还发现以专业核心能力为训练方向的教学方法，虽然可以提高护生临床实际工作能力，但是对于

护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存在不足，而且对于调动护生学习积极性方面与传统教学方法无差别，原因可能有：

①带教老师本身对该种教学方法的实施经验仍然有所欠缺，教学技巧不足；②该教学方法是以专业核心能力为中

心，而作为护士学生要求达到的也只是初级责任护士的水平。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是属于高级责任护士能力要

求范围，因此单一使用核心能力教育法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PBL教学法在临床工作能力方面与传统教学方法没

有差别，但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3].所以，在临床教学中，必须联合PBL教学方法才能达到较

好的学习效果。蒋爱军[5]关于PBL教学法在急诊教学中的研究证明了这点。 

4.4 关于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在目标设置、考核方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还有待成熟与

完善。另外。临床教师经验的不足、理解程度的局限性也制约了该项教学方法的开展。但是核心能力的培养是专

科护理发展的重要方法，是从事临床工作必须具备的综合能力，在临床带教中注重护生核心能力的培养，通过带

教老师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实习生的多问、多想、多做，培养护生临床护理能力、教育与指导能力、科研能

力和领导与决策能力，以适应社会对高质素护理人员的要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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