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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在线沟通的护理硕士研究生对临床带教需求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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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护理硕士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核心能

力，完善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培养体系。 方法 通过在线沟通对 11 名各阶段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质性

研究。 结果 提炼出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老师的能力需求包括临床能力、科研能力、教学能力、沟通能力、人文

关怀能力等，不同阶段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老师需求侧重有所不同，较多研究生对临床带教的循证实践能力有较高需求；对于其

临床带教老师的准入及考评标准要求高而全， 并提出了临床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及希望增加研究生对临床带教老师评价这一

项。 结论 护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的需求增加，提示应加强临床带教老师临床带教能力及循证实践能力的培

养；并关注不同阶段研究生对临床带教的需求，同时关注对所带研究生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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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for clinical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clinical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training system of MNS in China. Methods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11 MNSs at different stages through online communication. Results The needs of MNSs for clinical teachers included
clinical qualifi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eaching ability,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MNSs at different
stages presented different demands for their clinical teachers’ competence. MNSs demonstrated high expectations and comprehensive
admiss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their clinical teachers, and put forwa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For the
admission and evaluation of clinical teachers, the feedback of students supposed to be important. Conclus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clinical teachers from MNSs, suggesting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teaching abilities of clinical
teach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and of MNS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focus on the humanistic care to M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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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第 27 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增设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旨在培养思想、道德素质良
好，学科理论知识扎实，有较强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
力，能独立解决本学科领域内的常见护理问题，并具
有较强的研究、教学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
护理专门人才[ 1 ]。 目前国内对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培养方式各有特色，但大都为专业课程结合
临床实践的模式[ 2 ]。 针对专业课程的设置，已有专家
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 3 ]。 相形之下，我国护理研究生
临床实践管理尚未形成统一的体系，临床带教老师
多由高年资护士兼任，对 MNS 定位不清，大多沿用
护理本、专科学生的带教模式，临床指导不能满足学

生需求，教师成就感不足，也无法体现护理研究生教
育的特点[ 4 ]。 在线访谈是指通过网络在线的沟通进
行访谈，克服了时间、财力、地理分散等限制 [ 5 ]，且给
了被访谈者足够的时间措辞， 克服了面对面访谈的
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在笔者团队前期采用 Delphi
法评价筛选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
核心的能力 [ 6 ]的基础上，本课题组于 2019 年 9—10
月通过基于在线访谈的质性研究完善护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核心能力指标的构建。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广州某高校的 11 名护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基于在线沟通的半结构式
质性访谈。 对 2014级—2018级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进行编号， 使用 SPSS 24.0生成一组随机数字
并分层抽取各年级研究生各 1 人进行访谈， 将访谈
所得信息进行分析后以同样的方法再次抽取各年级
研究生 1人，以此类推纳入访谈对象直到信息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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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访谈前由研究小组根据半结构式
访谈指南[7 ]讨论罗列访谈提纲。 首先进行内部测试，
即团队的研究人员根据访谈指南提供关于访谈的关
键信息，消除含糊不清和不恰当的访谈内容[8 ]。 之后
选取潜在的研究对象进行预访谈， 预访谈对象不再
纳入正式访谈对象范围。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护理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老师能力的需求、
临床带教老师准入标准的界定、 临床带教老师的考
评体系的构建、 目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
带教存在的问题 4个方面。

在研究开始前对选择的的访谈对象进行调查，
选取合适的在线沟通平台。 为保证数据保存的方便
性和完整性，本研究通过微信平台采用文字的方式进
行访谈。研究员首先跟访谈对象约定访谈时间，避免
由于时间不足引起受访者含糊回答问题。 访谈开始
时，访谈人员先跟受访者表明身份，解释访谈内容仅
仅作为科研使用，承诺将对受访者个人信息保密。访
谈中根据受访者的回答适时调整提问方式， 必要时
追问和重复受访者的答案，避免曲解受访者的意思。
访谈中给予受访者足够的时间思考和回答。 访谈结
束整理记录访谈结果，注意截屏保存，避免信息遗失。
1.3 资料分析 对转录资料采用 Claizzi 现象学分
析法进行分析：（1）仔细阅读所有访谈记录；（2）析取
出有重要意义的陈述；（3）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
码；（4）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随着被访者的增多,将
重复出现的相同编码汇集形成编码本；（5） 写出详
细、无遗漏的描述；（6）辨别出相似的观点,将这些编
码进行归类，升华出主题概念；（7）返回被访者处求
证。 资料由 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阅读、编码、分类、凝
练，然后通过小组讨论达成共识，本研究的小组成员
由研究生导师带领 2名已毕业硕士研究生组成。最后
将汇总的资料返回被访谈者进行核对并加以补充，以
减少因表达方式和理解方式不同造成的信息偏差。
1.4 质量控制 访谈前跟被访者充分沟通， 告知信
息的保密性，访谈时间遵循被访者的意愿，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供被访者回答问题，访谈过程不会被中断。

2 结果
最终纳入访谈对象共 11人， 其中研一 2 人，研

二 3人，研三、毕业 1年、毕业 2年各 2 人，编号 N1～
N11。 针对访谈提纲，本次研究共提炼出 4个主题。
2.1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需要
具备的能力
2.1.1 临床能力 所有被访者都提及到了护理学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临床能力， 包括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 N1、N2：“首先当然要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N3、N9：“掌握本专科的专业知
识内容， 至少 2年的工作经验， 在某一专科比较擅
长”。 N4、N5、N6：“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专业
理论知识基础”。 N7：“理论为实践的基础，只有了解
了疾病的原理及所需的护理， 才能更好地深入浅出
为学生讲解”、“纸上谈兵终觉浅，为病人提供护理服
务所需的不仅仅是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也必不可少，
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 专业技能的教
授不可或缺”。 N8、N10：“熟练的科室专业能力，操作
技术，最好是专科护士，具备解决专科疑难问题的能
力”。 N11：“具有精湛的临床技能，对某领域专业知
识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2.1.2 科研能力 由于毕业的压力， 被访者普遍需
要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临床带教老师指导， 在临床实
践的基础上能够指导完成论文。 同时希望自己的临
床带教老师具备一定的循证知识及循证实践能力以
及知识转化能力。 N1：“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及科研
思维”。 N2:“要有科研思维，有阅读查阅外文文献的
能力， 有科研设计及使用常用统计软件的能力”。
N3：“能发现临床中的科研问题和更深层次的临床
问题”。 N4、N5：“对于研究生来说，理论与专业技能
的学习只是基础内容， 而科研能力的培养才是研究
生所欠缺的”。 N6：“可以教我们学会如何从临床实
践中发现问题，然后总结为科学问题。最好在每个科
室带领我们完成一次科研设计。 并将结果转化为护
理措施和护理科研产品，比如论文和专利”。 N7：“需
要热爱科研，具备较强的科研思维能力，能够从平日
工作中善于总结、发现问题”。 N8：“应该具备较强科
研能力， 能根据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点进行
带教， 在临床实习期间能启发和指导专业硕士研究
生进行临床课题的研究”。 N9：“善于发现科学问题
的能力，通过护理研究去处理问题，改善患者结局；
还需要具备临床循证决策能力，不仅善于发现问题，
还得懂得解决问题； 作为护理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
临床带教老师， 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解决
方案，最好能通过循证的方式，做好临床决策”。 N10：
“有科研基础，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过课题研究，有
论文或著作产出；有科研思维，善于将琐碎的临床疑
问转化为科研问题”。N11：“具有引导学生发现临床问
题， 并将问题转化为科研课题的能力以及循证思维，
能够及时把握相关领域最新知识和技能”。
2.1.3 教学能力 受访者普遍希望临床带教老师的
带教方式有别于本、专科实习生。部分刚刚结束本科
实习进入研究生阶段的被访者表示， 不希望研究生
阶段的临床带教老师用与本科生同样的方式培养她
们。 N1：“有一定教学能力，愿意教授学生并能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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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样方式讲授内容”。 N3：“有一定的教学能力，而
不仅是叫学生帮忙干活、打杂，做完手头上的活就对
学生放任不管了”。 N8、N9：“能与学生进行有效和积
极的沟通，带动学生的临床实习热情，及时准确地了
解学生的带教需求”。 N10：“能引导、监督学生不断思
考，自己去探索，发现临床中的科研问题和更深层次
的临床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告诉学生哪些问题需要解
决或者是对研究生和本科生采取一样的培养模式”。
2.1.4 人际沟通能力 在与临床带教老师的相处过
程中， 不同阶段的护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都希
望能够跟临床带教老师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N1：
“希望临床带教老师具有良好人际沟通能力”。 N3：
“对学生不能太凶，要考虑学生的感受”。 N5：“师生
间能很好地互动交流沟通， 能敏锐地观察到学生的
问题与想法，及时引导”。 N8：“与学生能进行有效和
积极的沟通，带动学生的临床实习热情，及时准确地
了解学生的带教需求”。 N11：“具有接纳护理研究生
不足的包容心，同时有求同存异的思想，以共同学习
的态度解决对某些临床问题的不同看法”。
2.1.5 其他能力 在读的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希望其临床带教老师具备其他能力，如管理能力、
人文关怀能力、 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及严谨的工作作
风和职业道德。 N3：“具备一定的临床管理能力，能
让学生在跟着带教老师的过程中， 学到相关的管理
技巧”。 N4：“临床带教老师应当教给学生人文关怀
的能力，既能满足患者的需求，也能减少护患矛盾，
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职业满足感”。 N7：“需要有积
极向上的品质，能够感染自己的学生，让学生更加热
爱护理工作而不是更惧怕临床工作”。
2.2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准
入标准 对于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
师的准入资格， 首先被提及的是学历及工作经验。
N2：“首先在学历上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较合适，
临床上还要满足至少 2年的工作经验”。 N3、N4：“希
望老师是本科以上，其次临床经验至少也得有 5年”。
N5：“至少工作 5年，主管护师及以上”。 N8：“中级职
称及以上， 或学历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可为护师（2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N9：“工作年限至少 5年，学历
至少是全日制本科以上；本科学历 10年及以上工作
经验，硕士及以上学历 5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本科学
历者，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硕士及以上学历者，
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同时还应具备专科护士资格
证”。 其次是科研能力。 N5：“发表过文章，最好统计
源期刊及以上；最好参与过课题研究”。 N8：“独立主
持或以主要研究人员开展过课题研究， 并发表过研
究论文（至少为统计源期刊）1篇及以上”。N9：“曾发

表过论文或承担过科研课题者优先考虑”。此外还涉
及临床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英语能力等。
2.3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考
评标准 大多集中在自身能力及学生反馈 2 方面。
N1：“应该通过咨询调查临床实习生的意见及建议，
主要以学生学习需要为主”。 N2：“可以尝试着从科
研项目，论文发表及学生反馈几个方面进行”。 N3：
“可以从学历、 论文发表情况、 职称等方面入手”。
N5：“通过对临床带教老师自身及其所带教研究生
的知识、技能考核、带教研究生对老师的评价及设计
评估量表实现”。 N10：“个人科研业绩，带教学生的
意见反馈， 带教学生的科研辅助需求是不是得到满
足”。 N11：“具有资质的临床老师需要定期接受考
核，每 3年更新或淘汰一次；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需
要年度考核，确定其是否掌握最新知识和技能；将学
生反馈纳入考核标准”。
2.4 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存在
的问题 目前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
教存在问题集中在学历资质参差不齐、 科研及教学
能力欠缺，准入体系不完善等几个方面。 N1：“科研
能力及科研思维能力不强； 有的老师没时间对实习
生讲授相关专业知识内容”。 N2：“临床上具有高学
历的带教老师比较少”。 N3：“科研能力不强，不能对
护理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对护
理研究生缺乏人文关怀， 对护理研究生不够重视”。
N4：“科研能力不足、不注重对研究生理论知识与专
业技能的培养、无固定带教老师。 N5：“没有重视研
究生的临床技能培训，尤其是急危重症方面的技能；
没有有效地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走向临床岗位”。
N6：“临床带教老师的选拔大部分是根据护理管理
者的主观经验或以学历、职称、工作年限等为指标。
N7：“缺乏科研实践，在科研方面经验不足”。 N8：“带
教老师能力参差不齐， 有的带教老师不能提供针对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带教， 没有一个明确的带教
目标；有的带教老师的科研能力较弱；带教老师不太
重视教学方式，与学生的沟通有限，不了解学生的带
教需求”。 N10：“没有区分研究生与普通实习生带教
老师的资质；没有考评标准；没有资质界定；老师的
科研水平、 临床能力及带教水平参差不齐； 老师太
忙，与学生沟通时间不够”。 N11：“学历较低，虽然临
床技能较高，但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缺乏；对于新知
识和新技能的接纳度不高”。

3 讨论
3.1 在线沟通的可靠性分析 研究已表明，与面对
面访谈相比，在线访谈和纸质问卷同样准确，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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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访谈的替代形式[9-10]，且在线访谈可有效减少
霍桑效应。 1 项来自马来西亚 6 所大学的 409 名学
生的调查发现， 大约 35％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可能会
接受在线沟通，但不太可能参加面对面的咨询[11]。 另
1 项研究发现[12]，在线沟通可以促进被耻辱感所阻止
的个体寻求帮助。 这也表明在线沟通可以克服面对
面访谈的许多不足， 访谈者甚至可以同时跟 2 名被
访者交流，优化了资源。 在前期调查中发现，研究对
象使用微信进行日常沟通的方式较多， 因此本研究
采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访谈。
3.2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老师
的能力需求日渐提高 护理研究是推动护理学事业
发展的重要途径。 笔者团队在前期的研究中通过
Delphi法对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教师的核
心能力指标进行评价筛选发现[ 6 ]，临床护理能力、科
研能力、临床教育能力、护理管理能力以及专业发展
能力均为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应
该具备的核心能力。本研究发现，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老师科研能力的需求更强，但
除此之外，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
老师的需求也涉及到了人际沟通能力、工作态度、教
学方式及循证实践能力等方面。
3.3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准
入及考评标准有待完善 我国对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准入及考评常常沿用专、本
科生临床带教老师的标准，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13]，
甚至与专、本科生共用临床带教。在本次的研究中也
有被访者提及希望实习科室能将其与本、 专科生区
分，分配不同的临床带教老师。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我国开展护理硕士教育起步较晚， 且部分毕业的硕
士研究生未在临床一线工作， 在护理教学资源已经
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具备带教资格的护理硕士研究
生更是凤毛麟角，供需矛盾严重，因此亟需提高现有
临床带教老师的各项核心能力。
3.4 不同阶段研究生对其临床带教需求不同 本
研究发现， 研一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希望其临床带教
能够区别对待研究生与本科生， 另外希望能与临床
带教老师有效沟通。一方面是由于其刚研究生入学，
更希望能与同时毕业的本科生拉开差距； 另一方面
是结束本科阶段实习不久， 对临床学习怀有既期待
又担忧的矛盾心理。研二、研三的研究生则更希望其
临床带教老师具有丰富的科研经验。 原因可能是已
经结束学校课程处于临床学习的研究生， 实习同时
要面对科研选题及毕业论文的压力， 则更迫切地需
要科研能力强的临床带教老师进行指导。 而已毕业
1~2 年的研究生由于自身正处于成为研究生临床带

教老师的过渡期，面临的主要是临床问题，科研压力
减弱，则认为应具有丰富的临床带教经验。
3.5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的各项
能力亟待提高 身兼多种角色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面临多重压力，需要合理分配工
作时间同时平衡多种角色之间的冲突。自身基础的薄
弱也带给其巨大的精神压力。 因此，需要对护理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带教老师进行全面的教育与培
训，包括临床知识和技能、科研能力、教学技能、人文
关怀能力等各方面。临床带教水平的提高也将有助于
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为国家
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护理专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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