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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在护理计划与实施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刘倩,欧阳艳琼,李苏雅,徐静,李璐,徐爱京,张旭

摘要:目的
 

探讨跨专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在护理计划与实施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15级及2016级护理本科生37名和

30名分别作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在护理计划与实施课程16学时的实验教学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模拟教学,研究组招募临床医

学、药学专业的本科生各5名参与跨专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结果
 

教学后,研究组团队合作态度总分及情境监控、相互支持和交

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组团队合作认知中相互支持和交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两组模拟

教学满意度评分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跨专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有利于提高护理本科生的团队合作态度及团队合作认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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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ly
 

37
 

and
 

30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5
 

and
 

2016
 

were
 

taken
 

as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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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hours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Nursing
 

Planning
 

&
 

Im-
plementa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using
 

routine
 

simulation
 

teach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interprofes-
s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by
 

recruiting
 

1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ed
 

in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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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or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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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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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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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P<0.05,P<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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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with
 

simulation
 

experience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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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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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团队协作日趋重要的医疗环境下,团队合作成

为护理实践、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命题。护理专业学生

深入理解团队合作,并亲身体验团队合作实践,对提

高其日后工作中的护理岗位胜任力具有重要意义[1],
但护士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在不同专业的医务人

员中处于较低水平[2]。跨专业教育(Interprofessio-
nal

 

Education,IPE)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是指两个以上

专业人员共同学习以增强协作与团队精神,最终改善

患者照护的教育过程[3]。跨专业教育强调多学科合

作,国外的医学相关研究涉及护理学、临床医学、药学

等医学专业及语言、社会工作等非医学专业结合[4],
已被应用于安宁疗护、患者安全、灾难护理、人文沟通

等领域,并从本院校内某几个专业相互合作,演变为

不同高校及不同区域的跨专业合作新趋势[4-7]。而我

国相关研究大多为现状调查,干预性研究较少[7-8],且
未见跨专业模拟教学的报道。鉴此,本研究招募临床

医学、药学专业的本科生,在护理计划与实施课程的

实验教学中开展跨专业团队模拟教学,取得了较满意

的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选取我院护理系2016级本科生30
人为研究组,其中女22人,男8人;年 龄20~22
(20.93±0.57)岁;生源地为农村23人,城市7人;前
期课程平均成绩(85.03±4.43)分。2015级本科生

37人为对照组,其中女27人,男10人;年龄20~22
(21.00±0.58)岁;生源地为农村25人,城市12人;
前期课程平均成绩(84.60±4.87)分。两组性别、年
龄、生源地及前5个学期课程平均成绩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护理计划与实施为我院护理核心课程,教学分为

Ⅰ、Ⅱ、Ⅲ三个阶段,采取同步式“理论-实验-实践”教学模

式,其中实验课在模拟实验中心进行。两组《护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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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Ⅲ》使用相同的自编教材、教学目标相同,均为

72学时,4学分,在第6学期进行。实验教学中安排了

团队合作模拟教学,共16学时,4学时/次,每周1次,
持续4周。两组模拟案例、主讲教师及教学设计相同。
对照组采取常规模拟教学,即由护理专业学生组成的

小组(6~8人/组)承担案例中涉及的临床医生、药剂

师、护士及患者家属等所有角色开展模拟教学。研究

组采取跨专业团队模拟教学,具体如下。
1.2.1.1 跨专业团队构建 本着自愿参与、共同学

习的原则,邀请临床医学(大四)、药学专业(大三)的
本科生各5人,与护理学生30人组成跨专业学习团

队。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组合成5个团队,每组8人

(护理专业6人,临床医学、药学专业各1人)。每组6
名护理学生中2名承担操作护士角色(1名责任护

士、1名辅助护士),1名承担患者角色,1名承担患者

家属角色,2名作为观察者。临床医学和药学专业学

生分别模拟临床医生和临床药师,2名操作护士中1
名担任组长,同时负责本组在模拟过程中的组织协调

等工作。
1.2.1.2 教学前准备 模拟教学前1周对团队成员

先进行4个学时“像团队一样工作”的讨论,涵盖以下

内容[9]:①课程介绍,初步介绍授课目标、团队合作的

要素、优秀团队的特质、提高临床表现和患者安全的团

队策略与工具包(Team
 

Strategies
 

&
 

Tool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
 

Patient
 

Safety,TeamSTEPPS)教学框

架。②团队结构,介绍团队的定义,观看团队结构录像

和讨论加深对团队的认识。③沟通,介绍现况-背景-评
估-建议(SBAR)沟通模式,解析失败的沟通案例,以强

化沟通的重要性。④领导,介绍不同类型的团队领导

者及其在解决冲突中的角色。⑤情境监控,识别模拟

情境中的相关信息,并进行情境监控练习。⑥相互支

持,培养和维持团队成员间的相互支持,以及在发生冲

突时如何解决。此外,在简短培训会结束后,由组长组

织学习模拟案例并讨论相关评估、检查、治疗和护理措

施,团队角色与职责、团队沟通方式、团队合作与患者

安全的关系等。
1.2.1.3 教学实施 4周模拟教学案例分别是急性

重症胰腺炎、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宫颈癌(根治术

后)、重症感染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依次是呼吸衰

竭、心力衰竭及肾衰竭),均选自我院模拟案例库。每

个案例设置3个模拟场景,每个场景包括模拟运行前

的准备15
 

min,运行模拟案例15~20
 

min,引导性反

馈30~40
 

min。采用SimMan
 

3G高仿真模拟人,根
据设置的情景,团队成员按照不同专业侧重点共同对

模拟人进行整体评估,与模拟人“沟通”,与“患者家

属”沟通病史、用药情况等,分享评估结果,共享团队

工作目标并制定检查、治疗、护理方案。要求护理学

生学习观察“医生”“药师”分析评估病情的思路和方

法,根据病情变化及时与其沟通合作,综合运用自己

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作出正确的反应和处

理。模拟教学过程中指导老师不给予任何提示和点

评。
1.2.1.4 教学后总结 每次模拟结束后,指导老师

召集小组所有成员围绕团队合作的四大核心,即领导

力、有效沟通、互相支持和情景监控展开讨论,重点审

视组长是否充分发挥团队领导力的作用,如模拟前协

商确定角色职责与分工,模拟中监控并掌握进度,以
及模拟结束后检视完成情况;团队成员的角色及各自

在团队中的表现,是否达成团队共识并形成相互支

持,是否充分沟通及应用安全沟通技巧。加强护理学

生对患者安全、团队角色与团队合作的理解,并将这

些知识从教室迁移至临床应用中,理解护士在患者诊

疗团队中的角色、职责和行为,实现改善患者照护的

跨专业教育目标。
1.2.2 评价方法 模拟教学完成后,采用 Team-
STEPPS中配套使用的团队合作评价工具[10]进行团

队合 作 认 知 和 态 度 调 查:① 团 队 合 作 态 度 问 卷

(Teamwork
 

Attitudes
 

Questionnaire,T-TAQ),包含

团队结构、领导、情境监控、相互支持、沟通5个维度,
各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依次计1~5分,总分为30~150分,分
数越高表明团队合作态度越积极。②团队合作认知

问 卷 (Teamwork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T-
TPQ),包含团队结构、领导、情境监控、相互支持、沟
通5个维度,各7个条目,其计分方式同T-TAQ,分
数越高表明团队合作的认可度越高。③模拟教学满

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Simulation
 

Experience
 

Survey,SSES),包括引导性反馈和反思(9个条目)、
评判性思维和临床推理(4个条目)、临床学习和多专

业团队(11个条目)3个维度,共24个条目,采用Li-
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

1~5分,分数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在获得原作者

Patrea等[11]授权后,遵照量表翻译原则进行汉化,本
研究测得Cronbach's

 

α系数为0.77。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t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两组教学后团队合作认知、团队合作态度及模拟

教学满意度比较,见表1。
3 讨论

通过高仿真模拟创设逼真的情景,置身于实景仿

真情境中的教学缩短了临床与教学的距离,有助于新

护士更好地适应临床工作[12]。在校期间将不同专业

的学生安排入模拟情境中,各专业学生互相合作,共
同完成对患者的诊疗和护理,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沟通

交流、团队协作、“患者”管理和护理决策等能力[13]。
基于模拟的跨专业教育对培养护理学生“患者意识”
以及“像护士一样”思考和决策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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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教学后团队合作认知、团队合作态度及

模拟教学满意度比较 分,x±s

项目
对照组

(n=37)
研究组

(n=30)
t P

团队合作认知 138.54±19.12144.10±10.04 -1.439 0.155
 团队结构 28.35±5.02 28.70±3.03 -0.334 0.740
 领导 25.40±2.47 24.54±3.89 -1.118 0.268
 情境监控 28.67±2.28 28.51±4.58 -0.167 0.068
 相互支持 26.78±3.65 28.90±2.55 -2.685 0.009
 交流 27.32±3.40 29.07±2.02 -2.474 0.016
团队合作态度 112.22±15.85121.90±8.89 -2.986 0.004
 团队结构 23.84±3.98 25.13±1.87 -1.642 0.105
 领导 24.54±3.89 25.40±2.47 -1.049 0.298
 情境监控 22.41±3.55 24.47±2.68 -2.632 0.011
 相互支持 19.62±3.39 22.93±3.27 -4.043 0.000
 交流 21.81±3.39 23.97±2.59 -2.868 0.006
模拟教学满意度 97.16±11.33 99.00±8.15 -0.745 0.459
 引导性反馈和反思 35.92±4.94 37.43±3.03 -1.469 0.147
 评判性思维和临床推理 17.00±2.51 16.80±2.11 0.348 0.729
 临床学习和多专业团队 44.24±5.29 44.77±3.98 -0.448 0.655

  本研究显示,研究组团队合作态度总分及情境监

控、相互支持和交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P<0.01),表明跨专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可有

效改善护理学生对团队合作的态度,与国内外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8,14]。医疗和护理需要多专业、多学科的

紧密合作,医护人员需要有更为宽广的视角以及更丰

富的知识储备,因此,需要建立跨专业教育平台,为学

生提供更多丰富自身的机会[4-5]。护理学生在跨专业

团队中与其他专业学生互相讨论、分工合作,共同协

商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利于提高其团队协作的意识和

能力。医护沟通和团队合作不良是影响护理质量安

全和不良事件的重要因素[15]。临床实际工作中护士

需承担多重角色,良好的相互支持与沟通交流有助于

护士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基于模拟的跨专业教育

能提供这样的锻炼机会,促进了学生人际间沟通和相

互支持能力的成长。研究组模拟了临床多学科间的

交流学习,学生在安全可控的模拟环境中,识别相关

信息,与其他专业学生各司其职又互相合作,分享彼

此的情绪和感受,可以提高其护理安全意识、个案管

理和护理决策等能力[5]。
表1显示,教学后两组对跨专业团队合作认知总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庄淑梅等[8]的研

究结果不同。跨专业教学实施需要多学科学生在学

习进度、时间等方面的协调,4周的跨专业教育时间

较短,难以很快改变学生对医护团队成员的角色认知

和自身定位。而传统的护理实验教学未考虑到学生

在临床真实情境中所需要具备专业间合作的能力[8],
这提示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多加引导和训练,建议在

课程体系中增加跨专业教育内容,明确相应学分和学

时,以促进教与学的协同发展。但研究组相互支持和

交流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通过跨专业团队

学习后,学生的沟通交流和相互支持能力得到提高。
两组干预后对模拟教学的满意度总分及各维度评分

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与 McLelland等[6]的研

究不一致。可能因为部分护理学生觉得跨专业团队

模拟教学有其他专业学生参与,感觉挑战性较大,影
响了教学满意度。跨专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可能适

合于学有余力或自身要求较高的学生,这可能是跨专

业教育在护理领域开展的障碍因素之一。建议加强

护理学生多学科知识的学习和储备,探索更有效的跨

专业团队合作学习模式。
4 小结

本研究在护理计划与实施实验教学中开展跨专

业团队合作模拟教学,结果显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

高护理本科生的团队合作态度及认知。本研究仅进

行了教学后的评价,不能明确两组团队合作认知和态

度方面的固有差异,且研究周期较短,没有进行后期

跟踪;此外,没有引入跨专业教育教师团队也是本研

究的不足之处。下一步将组织跨专业教学团队,包括

医学、药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教师集体备课,
讨论教学实施的环节和开发课程评估工具,并追踪评

价跨专业教育学生的临床表现等,以综合提高跨学科

团队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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