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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在血液净化临床带教中开展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互动教学的作用。方法 于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8月选取本院血液净化中心实习生共 80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

对照组40名采用常规临床带教，观察组40名采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互动教学，均带教3个月。比

较两组带教后的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带教前后的岗位胜任力和对带教的满意度。采用SPSS 22.0进
行 t检验和卡方检验。结果 观察组带教后的理论和实践考核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理论考核：t=4.01，P<0.05；实践考核：t=3.94，P<0.05）。带教前两组有效沟通能力、适应与应对能力、

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管理能力评分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有效沟通能力：t=1.31，P=0.193；
适应与应对能力：t=1.25，P=0.216；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t=0.93，P=0.356；管理能力评分：t=0.76，P=
0.451）；带教后两组上述各项岗位胜任力评分均较带教前提高，且观察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有效沟通能力：t=12.60、6.63，P<0.05；适应与应对能力：t=11.21、6.44，P<0.05；自主学习与

自我提升能力：t=10.80、5.78，P<0.05；管理能力评分：t=12.42、6.79，P<0.05）。两组实习生对带教的满

意度分布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0，P=0.007），观察组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t=6.49，P=0.011）。

结论 对血液净化实习临床带教中采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互动教学，不仅可提高实习生的考核

成绩、提升岗位胜任力，还可提高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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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ost competency oriented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blood purific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interns from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May 2019 to August 2020,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40) were taught by routine clinical teach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0) was

taught by interactive teaching based on the post competency. They were both taught for 3 month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sessment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eaching, the post competency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were compared. SPSS 22.0 was used for t test and

chi- square test.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eaching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ssessment: t=4.01, P<0.05; practical assessment: t=3.94,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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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bility score (t=1.31, P=0.193), adaptability and coping ability (t=1.25,

P=0.216),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self- improvement ability (t=0.93, P=0.356), and management ability score

(t=0.76, P=0.451). After teaching, the competency scores of the above-mentioned posi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eaching, and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bility: t=

12.60, 6.63, P<0.05; adaptability and coping ability: t=11.21, 6.44, P<0.05;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self-

improvement ability: t=10.80, 5.78, P<0.05; management ability score: t= 12.42, 6.79,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t=6.90, P=0.007) of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 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

6.49, P=0.01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ost competency oriented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blood purification internship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appraisal results of interns, enhance their

post competency, but also improve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Key words】 Post competency; Interactive teaching; Blood purification

Fund program: Project of Health Commission of Sichuan Province (16pj140)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01229-00924

血液净化是指将患者血液引出体外，并于净化

血液后再回输至体内的治疗方式。它在慢性肾衰

竭、有机磷中毒等患者中常用，包括血液透析、血液

灌流、血液滤过及免疫吸附等，是重要的肾脏替代治

疗方案[1]。血液净化操作复杂，对临床医师能力要求

高。常规临床带教可指导实习生更深入地学习理论

知识并与实践操作相结合，还可提醒实习生血液净

化治疗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等，向其传授

经验，但该模式仍有待优化[2]。岗位胜任力是指能够

在特定工作岗位、文化氛围和组织环境下客观衡量

个体特征并为其匹配最佳干预措施的能力，是临床

医师的认知及行为技能被认可的重要属性。以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实施临床带教已经得到肯定[3]。鉴于

此，本研究探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互动教学在

血液净化临床带教实习中的应用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2019年5月至2020年8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血液净化中心实习的学生共80名，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共 40名，男 21名、女 19名；

年龄（22.15±1.85）岁；受教育程度：大专 19名、本科

21名；实习前理论考核成绩（82.50±5.16）分，实习

前实践考核成绩（81.25±5.21）分。观察组共40名，

男 23名、女 17名；年龄（22.26±1.97）岁；受教育程

度：大专 17 名、本科 23 名；实习前理论考核成绩

（82.75±5.38）分，实习前实践考核成绩（80.50±5.75）
分。两组间存在可比性（P>0.05）。两组实习生均带

教3个月。

1.2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带教。由导师作为带教教

师对实习生进行一对一的带教。带教内容按照教学

大纲要求设计，主要包括接诊、检查与诊断、治疗方

案选择和查房等。带教教师指导实习生与患者的沟

通技巧、病历填写等细节问题，提醒实习生发现问题

先独立解决，必要时与带教教师沟通解决。

观察组在常规临床带教基础上采用以岗位胜任

力为导向的互动教学。首先，总结血液净化中心临

床医师的岗位胜任力，包括有效沟通能力、适应与应

对能力、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管理能力，以此

为导向进行互动教学。①以有效沟通能力为导向的

互动教学。训练实习生的有效沟通能力，包括与其

他医务人员、与患者的有效沟通等。每 2名实习生

组成1个小组，进行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并由带教

教师在旁观看并记录问题。训练完成后2名实习生

相互评价，然后由带教教师做总结性评价。实习生

若无法有效掌握技巧，可请带教教师演示。例如，需

要实施的血液透析的慢性肾衰竭患者有焦虑、抑郁

情绪时临床医师应如何缓解，急性肾损伤患者不配

合检查和治疗时应当如何做，怎样与患者沟通使其

能够全面配合治疗等。②以适应与应对能力为导向

的互动教学。开展“头脑风暴”，讨论实习生对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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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职业压力、工作环境的适应情况，询问突发事

件下应如何应对。采用训练与模拟考核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临床带教。例如，职业压力过大时如何解

压，医患矛盾如何缓解，医患矛盾升级时如何应对

等，并由带教教师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进行指导。

③以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为导向的互动教

学。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和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

带教教师向实习生提出问题，布置任务。实习生自

主查阅资料、作出推论、进行验证等，确定答案的正

确性和严谨性，并将探索答案的过程及思维经历形

成书面材料交由带教教师评审。教师每 2周布置 1
个问题，如高通量血液透析要求条件及原因，血液

透析与腹膜透析的区别等。带教教师将评审信息

返回给实习生，实习生若有异议应寻找时间与带教

教师沟通，一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④以管理能力

为导向的互动教学。培养实习生的管理能力，包括

自我管理、患者管理、医疗资源管理等。由带教教

师指导实习生具体的管理方法，然后由实习生实

践，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自主解决，若自主解决不

了则应及时与带教教师沟通并寻找解决之法。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带教后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由

带教教师统一出题，实习生在相同环境下进行考

核，避免交流。均采用百分制评分，得分越高表示

考核成绩越理想。②比较两组带教前后的岗位胜

任力，包括有效沟通能力、适应与应对能力、自主学

习与自我提升能力、管理能力。分别由带教教师参

照医院血液净化临床医师岗位要求进行评价。总

分为 10，评分越高认为对应的岗位胜任力越强 [4]。

③比较两组实习生对带教的满意度，对实习生关于

带教的趣味性、有效性、可接受性、可推广性进行

评分。每项满分均为 25分，总分为 100，评分≥95
分、≥80分、≥60分、<60分者分别记为较满意、满意、

勉强满意和不满意。除不满意外，其余实习生在本

组总人数的占比记为总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者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带教后考核成绩比较

两组所有实习生均完成带教计划。观察组实

习生带教后理论和实践考核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1）。

2.2 两组带教前后岗位胜任力比较

带教前两组有效沟通能力、适应与应对能力、

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管理能力评分对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带教后两组上述各项岗

位胜任力评分均较带教前提高，且观察组各项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2）。
2.3 两组实习生对带教模式的满意度比较

两组实习生对带教模式的满意度分布对比，

观察组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表1 两组带教后考核成绩比较[n=40，（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理论考核成绩

92.25±7.45

85.50±7.60

4.01

<0.001

实践考核成绩

89.75±7.51

83.25±7.23

3.94

<0.001

表2 两组带教前后岗位胜任力比较[n=40，（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有效沟通能力

带教前

5.50±0.81

5.75±0.89

1.31

0.193

带教后

8.50±1.27

7.25±1.12

4.67

<0.001

t 值

12.60

6.63

-

-

P 值

<0.001

<0.001

-

-

适应与应对能力

带教前

5.75±0.92

6.00±0.87

1.25

0.216

带教后

8.75±1.42

7.50±1.19

4.27

<0.001

t 值

11.21

6.44

-

-

P 值

<0.001

<0.001

-

-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

带教前

5.85±0.87

6.05±1.05

0.93

0.356

带教后

8.55±1.32

7.55±1.26

3.47

0.001

t 值

10.80

5.78

-

-

P 值

<0.001

<0.001

-

-

管理能力

带教前

5.65±0.85

5.80±0.92

0.76

0.451

带教后

8.80±1.36

7.45±1.23

4.66

<0.001

t 值

12.42

6.79

-

-

P 值

<0.001

<0.001

-

-

··880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22年7月第21卷第7期 Chin J Med Edu Res，July 2022，Vol. 21，No. 7

3 讨论

血液净化涉及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均十分

复杂，且风险较大，需要有扎实的物理学、生物学、

化学、药理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因此血液

净化实习生的临床带教难度较大 [5-6]。常规临床实

习带教在血液净化中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是对高质

量医疗队伍的建设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开展以岗位胜任力为导

向的互动教学，带教后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均高于

对照组。这表明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互动教学

在血液净化实习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效果优于常

规带教。本研究还发现带教后两组有效沟通能力、

适应与应对能力、自主学习与自我提升能力、管理

能力评分均较带教前升高，且观察组上述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这提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互动教

学可提升血液净化实习生各方面的岗位胜任力。

岗位胜任力是胜任血液净化临床医生岗位的能力

要求，也是评价实习生个人能力和综合素养的重要

手段。本研究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根据医院对血

液净化实习生不同维度岗位胜任力的要求实施临

床带教，并在带教过程中融入血液净化理论知识和

实践操作训练，因此能够提升血液净化实习生的考

核成绩和岗位胜任力。互动教学提倡带教教师和

实习生共同探讨、发现问题并获取解决方案，弱化

带教教师的引导地位，强化实习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这与既往报道的翻转课堂有异曲同工之妙 [7]。

本研究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对血液净化实习生实

施互动教学，可明确教学目标，充分融入理论知识

教学和实践技巧训练，并加强培养实习生各方面的

岗位胜任力，故而收效颇佳。

此外，本研究中观察组实习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分布优于对照组，总满意率高达100.00%（40/40），高
于对照组的 85.00%（34/40）。这提示以岗位胜任力

为导向的互动教学在血液净化实习生临床带教中

应用更符合其需求，且更受欢迎。考核成绩和岗位

胜任力的提升是实习生学习的目标；互动教学则可

以拉近实习生与带教教师的距离，改善二者的关

系，使得教学任务能够顺利、有序地进行。因此，在

提高教学成效的同时，也能改善实习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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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实习生对带教模式的满意度比较[n=40，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Z/χ2值

P值

较满意

34（85.00）
20（50.00）

6.90
0.007

满意

5（12.50）
8（20.00）

勉强满意

1（2.50）
6（15.00）

不满意

0（0.00）
6（15.00）

总满意率

40（100.00）
34（85.00）

6.49
0.011

··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