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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了解我国本科护理院校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现状,为实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２０２１年９－１０月,

参考«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自行设计问卷,对院校教师进行调查.结果　１２３名教师参与调查.其中,

３０~４０岁教师６８名(５５．３％),院校专职教师１１４名(９２．７％).基础护理学理论与实训学时数之比为１∶１~１∶２;２４所

(４８０％)院校安排临床见习;２５所(５０．０％)院校每次实训课的师生比为１∶２０~１∶３０.１２２名(９９．２％)教师采用练习教学法

开展教学.课堂操作考核[４８(９６．０％)]和课后报告册[３７(７４．０％)]是主要的形成性评价方式;单项操作考核[３８(７６．０％)]是
主要的终结性评价方式;学生缺乏整体评估能力[８９(７２．４％)]、应变能力[７９(６４．２％)]和自主学习能力[７４(６０．２％)]是实训教

学面临的主要挑战.结论　部分本科院校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在师资队伍、临床见习、教学方法和评价方面与«国标»存在一

定差距.建议在«国标»指导下,开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实训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实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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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understandthestatusquoofpracticalteachinginfundamentalsofnursingindoＧ
mesticundergraduatenursingschools,soastoprovidereferencesforthereformofpracticalteaching．MethＧ
ods　AquestionnairewasdesignedaccordingtotheNationalStandardsforTeachingQualityofNursing
Disciplines(abbreviatedas‘NationalStandards’)．Teachersfromnursingschoolswereinvestigatedfrom
SeptembertoOctober,２０２１．Results　Atotalof１２３teacherswereinvestigated,ofwhom６８(５５．３％)were
between３０and４０years,and１１４(９２．７％)werefullＧtimeteachersinschools．Theratiooftheoreticalto
practicalclasshoursinfundamentalsofnursingrangedfrom１∶１to１∶２．TwentyＧfourschools(４８．０％)

arrangedclinicalobservationsandpracticeand２５schools(５０．０％)reportedateacherＧtoＧstudentratioof１
∶２０to１∶３０ineachpracticaltrainingsession．Upto１２２(９９．２％)oftheteachersadoptedtheexercise
methodinpracticalteaching．Classroomoperationexams[４８(９６．０％)]andafterＧclassreports[３７(７４．０％)]

weremainformativeevaluationmethods．Singleskillexams[３８(７６．０％)]wasthemainsummativeevaluaＧ
tion method．Students’insufficientoverallassessmentability[８９(７２．４％)],respondingability [７９
(６４２％)],andselfＧlearningability[７４(６０．２％)]werethemainchallengesfacedinpracticalteaching．ConＧ
clusions　Therearecertaingapsinteachingfaculty,clinicalobservationandpractice,teachingmethodsand
evaluationsbetweenthepracticalteachinginfundamentalsofnursinginsomeundergraduatenursing
schoolsandthe‘NationalStandards’．CompetencyＧorientedpracticalteachingreformshouldbecarriedout
tocontinuouslyimprovethequalityofpracticalteachingundertheguidanceofthe‘National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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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践技能是本科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本科护生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必备的核心能

力[１].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是在校培养护生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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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技能的关键途径[２].然而,目前我国本科护理毕

业生的临床实践技能处于较低水平,急需完善实训

教学 改 革,加 强 护 生 临 床 实 践 技 能 的 培 养[３].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颁布了«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以下简称«国标»),标志着本科护理教育进入新

时代[４].这一纲领性文件也为实训教学提供了框架

指导,要求各院校积极开展实训教学改革,确保护生

获得足够的临床实践技能.目前关于基础护理学实

训教学现状的研究多为学者个人经验分享或护生对

实训教学的看法[５Ｇ６],从教师角度了解实训教学现状

的量性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以«国标»为标

准,以教师为调查对象,了解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现

状,为新时代实训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２１年９－１０月,采用多阶段分层

整群抽样法对本科院校从事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

教师进行调查.第一阶段,按照我国七大行政区,将
全国分为７个调查单位.第二阶段,将每个行政区

的本科院校按照“双一流”建设高校、省部/局共建高

校、省属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进行分层,采用方便抽

样法,从每层抽取１~２所院校作为调查单位进行整

群调查.纳入标准:(１)所在院校开展本科层次护理

教育;(２)参与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教师;(３)至少

完整参与一轮教学,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４)自愿

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中升本、专升本授课教师;
调查中因休假、学习等不在岗者.根据 Kendall样

本估算方法[７],样本量至少为问卷条目数的５~１０
倍.本问卷共２４个条目,计算出样本量至少为１２０
例.本调查最终纳入教师１２３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研究者依据«国标»设计了本科护

理院校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国标»
包括２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护理本科毕业生应达到

的基本要求,第二部分为护理本科教育１０个办学标

准.本问卷依据«国标»两个部分中教育计划、学生

成绩评定和教师３个标准进行设计.包括３个部

分,共２４个条目.(１)一般资料:包括教师的性别、年
龄、职称等共７个条目;(２)实训教学现状:包括学时、
分组、教学方法等共１６个条目;(３)实训教学的挑战:

１个条目.所有条目均为事实性问题,类型包括单选、
多选和填空题,调查对象需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选择

２名教师进行预调查,对有歧义的条目进行修改.邀

请５位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职称,对实训教学有充

分了解的专家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评定.结果显

示,条目水平内容效度指数为０．８０~１００,量表水平

内容效度指数为０．８５,内容效度较好.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问卷星发放和回收问

卷.由研究者与各院校负责人建立联系,详细说明

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取得同意后将问卷链接发给

负责人,邀请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教师填写.本调

查采用匿名方式,并限定每个终端仅能填写１次;通
过设置必填题的形式确保问卷填写的完整性.通过

问卷星设置红包链接,对参与者给予一定的补偿.
共发放问卷１２４份,回收１２４份,剔除无效问卷(答
题时间少于５分钟、答案不符合事实等),有效问卷

１２３份,有效回收率９９．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构成比表示.多选题选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

数/有效答卷份数×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本科院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覆盖我国七大行

政区的５０所院校,其中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１３所,
省部/局共建高校１７所,省属普通高校１７所,民办高校

３所.各行政区院校数量及教师数量见表１.

表１　各行政区院校数量(N＝５０)及教师数量[N＝１２３,n(％)]

所在行政区 院校数量(所) 教师数量(人)

东北 １５(３０．０) ５８(４７．２)
华北 ６(１２．０) １３(１０．６)
华东 １５(３０．０) ２６(２１．１)
华中 ４(８．０) １０(８．１)
华南 ５(１０．０) ７(５．７)
西南 ４(８．０) ５(４．１)
西北 １(２．０) ４(３．２)

２．２　教师基本情况　１２３名教师以中青年教师为

主,３０~４０岁６８名(５５．３％);２４名(１９．５％)和７７名

(６２．６％)教师分别拥有博、硕士学位;６８名(５５．３％)
教师为１０年以下教龄,详见表２.

表２　教师基本情况[N＝１２３,n(％)]

项　　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性别 学位

　男 ２(１．６) 　学士 ２２(１７．９)

　女 １２１(９８．４) 　硕士 ７７(６２．６)
年龄(岁) 　博士 ２４(１９．５)

　＜３０ ９(７．３) 职称

　３０~４０ ６８(５５．３) 　初级 １３(１０．６)

　４１~５０ ３１(２５．２) 　中级 ５７(４６．３)

　＞５０ １５(１２．２) 　副高级 ４５(３６．６)
实训教学年限(t/a) 　正高级 ８(６．５)

　１~４ ２８(２２．８) 用工性质

　５~１０ ４０(３２．５) 　院校专职 １１４(９２．７)

　１１~２０ ４２(３４．２) 　临床兼职 ９(７．３)

　２１~３０ １０(８．１)

　＞３０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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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安排　５０所院校中,９所

(１８．０％)将基础护理学理论和实训分成两门课程开

设,分别安排学时和计算成绩,其余院校则作为一门

课程开设.基础护理学总学时数为１０４~２１９学时,
平均(１５６．７６±２２．６２)学时,理论学时数为４８~９８学

时,平均(７０．９０±１１．６５)学时,实训学时数为５６~
１２８学时,平均(８５．８６±１６．１０)学时,理论与实训学

时数之比为１∶１~１∶２.３０所(６０．０％)院校将实

训课设在第３、４学期;２４所(４８．０％)院校安排了临

床见习,临床见习学时数从４学时到３周不等;２５所

(５００％)院校每次实训课的师生比为１∶２０~１∶
３０.

２．４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方法　１２２名(９９．２％)教
师采用过练习教学法(教师演示＋学生练习),采用

的其他教学方法包括案例教学[８０(６５．０％)]、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 [６２(５０．４％)]、情景模拟教学 [５９
(４８０％)]、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roblemＧbased
learning,PBL)[２１(１７．１％)]等.

２．５　基础护理学实训考核情况　５０所院校中,４５
所(９０．０％)采用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考核.课堂操作考核[４８(９６．０％)]和课后报告

册[３７(７４．０％)]是主要的形成性评价方式;单项操

作考核[３８(７６％)]是主要的终结性评价方式.详见

表３.５０所院校中有９所单独计算实训成绩,另有

１６所因同校教师回答结果不一致而排除.剩余

２５所院校中,１１所院校实训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４０％,其余比例包括３０％(７所),５０％(５所)６０％
(１所),２０％(１所).

表３　各院校基础护理学实训考核情况(N＝５０)

项　　　目 院校数[n(％)]

形成性评价方式　签到 ３５(７０．０)

　　　　　　　　提问 ３０(６０．０)

　　　　　　　　看视频 ２６(５２．０)

　　　　　　　　知识测验 ２６(５２．０)

　　　　　　　　课堂操作考核 ４８(９６．０)

　　　　　　　　课后报告册 ３７(７４．０)
终结性评价方式　单项操作 ３８(７６．０)

　　　　　　　　情境案例 ２３(４６．０)

　　　　　　　　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１２(２４．０)

２．６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挑战　教师在实训教

学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学生缺乏整体评估能力

[８９(７２．４％)]、应变能力[７９(６４．２％)]和自主学习能

力[７４(６０．２％)],详见表４.

３　讨论

３．１　做好青年教师培养,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

设　«国标»强调应配备适当数量的专、兼职教师,师

生比应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证教师年龄、学历结

构及专兼职比例合理.本调查显示,目前实训教师

存在中青年教师多、高学历教师多、低教龄教师多、
专兼职比例失衡的现象,部分院校每次实训课的师

生比达到１∶２０~１∶３０,超过教育部门规定的１∶
１６.青年教师虽然学历层次较高,但教龄较短,在教

学及临床实践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３].过低的师

生比不仅限制了教师示教效果,也约束了师生的课

堂互动和对护生的针对性指导,进而影响实训课教

学质量[６].因此,护理院校应积极探索提高青年教

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新路径,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双

路径导师临床实践模式[８]等;另一方面,应加强“双
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聘任临床专家担任兼职教师,
缓解专兼职比例失衡的同时弥补师生比过低的现

象,通过专兼职教师间的集体备课等活动,不断提升

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表４　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挑战(N＝１２３)

实训教学的挑战 人数[n(％)]

学生过于关注操作流程,缺乏对患者整体情况评估的能力 ８９(７２．４)
学生对患者突发问题缺乏处置的技巧和经验,应变能力较差 ７９(６４．２)
学生机械的模仿老师动作,缺乏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 ７４(６０．２)
护理实训操作过多注重细节,很多地方和临床脱节 ７０(５６．９)
实训室设备、模型陈旧,不能满足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６０(４８．８)
学生人数较多,实训室有限,学生不能充分练习 ４９(３９．８)
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课堂练习不积极,缺乏学习兴趣 ２５(２０．３)
其他 ３(２．４)

３．２　重视临床见习,加强学校教学与临床实践的紧

密结合　«国标»指出基础护理学等专业课程需制订

临床见习计划,使学生早期、持续接触临床,确保学

生获得足够的临床实践技能.本调查显示,５２．０％
的院校未安排临床见习,而安排临床见习的院校见

习时间也不统一.说明临床见习并未得到有效重

视.研究[９]表明,早期、持续的临床见习有助于护生

巩固理论知识,锻炼临床实践能力,对护生树立职业

价值观及正确认识护患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

美国院校的所有专业课均设置了比例不同的临床见

习,旨在使护生早期接触临床,获取临床经验,缩短

临床不适应期[１０].因此,护理院校应重视临床见

习,科学设置见习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形式,实现学

校教学与临床实践的深度融合,综合提升护生的临

床实践能力.

３．３　基于证据选择教学方法,加强知识、技能和素

质培养的有机融合　护理实训教学不仅要注重技能

的培养,还应注重护生人文关怀、沟通协作、及评判

性思维等综合素质的培养[１１].«国标»指出,应积极

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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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教学方法改革,注重评判性思维和自我发展能

力的培养.本调查显示,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练

习教学法仍是实训教学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该方法

虽然经典,但过于注重护生对步骤的掌握,忽视患者

的感受和需求以及护生综合素质的培养[１１].虽然

部分教师在此基础上运用了其他教学方法,如案例

教学、情景教学等,但目前这些教学方法是否适合实

训教学,能否在涉及临床复杂情形的同时提升护生

的综合素质仍需进一步探索[１２].鉴于循证教育学

的兴起,教师在教学方法改革时应基于最佳证据选

择以学生为中心、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的教

学方法[１３],构建融知识、技能和素质为一体的实训

教学模式,提高实训教学效果.

３．４　完善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加强学生专业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评价　«国标»提倡制订多元化的评价

方案,全面评价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提倡学生

自我评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本调查

显示,实训教学评价存在评价方式单调、评价主体单

一、评价内容重“技”不重“能”等问题.包括课堂操

作考核、课后报告册等的形成性评价,评价主体仍是

教师,护生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而终结性评价仍以单项操作考核为主,缺少

对护生评判性思维、人文关怀等综合能力的评价.
同时,各院校实训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差异较大,某
些院校内部尚不统一,可能会造成护生重“理论”轻
“实践”,临床实践能力得不到锻炼,最终影响毕业生

的质量[５].«国标»鼓励运用案例、客观结构化临床

考试(objectivestructuredandclinicalexamination,

OSCE)等方式综合测评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

质.本调查中,只有少数院校将案例和 OSCE应用

于评价中,仍需教育者开展相关研究,探索实训成绩

的合理比例,增加“软技能”的比重,进一步完善多元

化的实训教学评价体系[１１].

３．５　开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实训教学改革,应

对实训教学挑战　«国标»规定,本科毕业生应具备

基本的临床工作能力,在应用各种护理技术时应充

分考虑患者及家属权益,具有初步运用评判性思维

和临床决策的能力.然而,本调查显示,目前教学中

存在如学生缺乏对患者整体评估的能力、缺乏应变

及自主学习能力等问题.说明大部分院校使用的以

技能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护理人才培养的

需要.近年来,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越

来越受到教育者的关注,该教学模式能够提高护生

的学习成绩,缩短学校教育与临床实践之间的差距,
确保毕业生获得基本的临床工作能力[１４].因此,护

理院校可开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实训教学改

革,以本科护理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为目标设

计教学模式,培养护生的整体护理能力、应变能力及

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岗位胜任力.

３．６　本研究的局限性　样本量较小导致无法描述

本科院校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的总体状况.其次,
西北地区仅纳入１所院校,民办高校仅纳入３所,存
在一定的地区偏倚和院校类型偏倚.各院校纳入的

教师数量存在一定的偏倚,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４　小结

本研究发现,部分本科院校基础护理学实训教

学存在教师教龄偏低、专兼职教师比例失衡、师生比

过低、临床见习重视不够、教学方法单一、评价体系

不完善及护生综合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与«国标»
存在一定差距.未来各院校应在«国标»指导下,开
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实训教学改革,以师资队

伍、临床见习、教学方法和评价为抓手,不断完善实

践教学体系,提升本科护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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