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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联合网络模拟见习在内科护理学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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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内科护理学护患联合网络模拟见习教学的方法和效果。方法
 

将2018级护理专业418名护生设为模拟见习组,实
施护患联合网络模拟见习教学,即采取真实患者和护患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教学方法。2017级417名设为对照组,常规进行实地

见习。结果
 

见习后,两组护生学习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模拟见习组的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沟通能力和合作学习能

力较见习前显著提升(均P<0.05);模拟见习组80.00%以上护生对护患联合网络见习表示满意,认为提高了内科护理学专业知

识和能力。结论
 

护患联合网络见习可获得实地见习效果,同时能提高护生的综合能力,能作为护生见习的可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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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thodology
 

and
 

effect
 

of
 

network-based
 

nurse-patient
 

joint
 

simulative
 

observership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l
 

Medical
 

Nursing.
 

Methods
 

A
 

total
 

of
 

418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8
 

were
 

treated
 

as
 

the
 

simulative
 

observership
 

group,
 

who
 

were
 

subjected
 

to
 

a
 

network-based
 

nurse-patient
 

joint
 

simulative
 

observership
 

program
 

which
 

combined
 

real
 

patients
 

and
 

nurse-patient
 

simulative
 

scenarios.
 

Another
 

batch
 

of
 

417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7
 

were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ho
 

were
 

subjected
 

to
 

conventional
 

clinical
 

observership.
 

Results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observership
 

program,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
 

groups'
 

academic
 

scores
 

(P>0.05).
 

The
 

simulative
 

observership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bility,
 

than
 

before
 

joining
 

the
 

observership
 

program
 

(P<0.05
 

for
 

all);
 

over
 

80.00%
 

of
 

the
 

students
 

in
 

the
 

former
 

group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observership
 

program
 

they
 

attended,
 

and
 

acknowledged
 

an
 

improvement
 

in
 

knowledge
 

and
 

skill
  

level
 

of
 

internal
 

medical
 

nursing.
 

Conclus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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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e-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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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achi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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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s
 

field
 

observership,
 

and
 

improv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making
 

it
 

a
 

good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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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是护理临床专业课程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环节。目前由于疫情影响,护生无法进入医院进行
实地见习,探索有效的在线见习教学方法十分必
要[1-2]。理想情况下,最接近真实的见习方式是全程

直播,带教老师和护生、患者均开启视频进行直播互
动,但网络教学无法做到患者完全隐私保护,且对患

者数量、配合度,直播次数和质量均有一定限制,导致
实施难度大,方式不可持续。目前文献报道可采取教
师讲解病例和护生讨论的方式替代见习[3-5],但这些

方式没有患者参与,临床见习的效果难以保证。本研
究采取真实患者和护患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即在

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实施护患联合网络模拟式见习,取
得较好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天津中医药大学四年制本科护
生为研究对象,2017级417名作为对照组,男生63名,

女生354名;年龄19~26(20.47±0.96)岁。2018级

418名为模拟见习组,男生58名,女生360名;年龄

18~24(20.37±0.73)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0.256、t=-1.632,P=0.613、0.103)。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内科护理学见习于第5学期进行,隔周进行,共5

次,每次4学时,共20学时。护生之前学过的课程有
生理、生化等医学基础课,护理学基础、健康评估等专

业课,见习同期学习内科护理理论课。对照组(2019
年8~12月)护生前往医院实地见习,每班分为5个
小组,每组8~10人,以小组为单位,分别见习5个临
床科室(呼吸科、心内科、消化科、传染科、神经科,轮
转进行)。护理带教老师来自4所教学医院,每科室1
名,共20名。护生见习流程为床旁护理评估、护理评
估汇报、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讨论、护理操作展示和

其他学习。模拟见习组(2020年8~12月)护生采用
护患联合网络模拟式见习,具体如下。
1.2.1.1 教学前准备 ①带教老师培训。首先课程
组召集各医院带教老师进行线上带教培训,包括线上
带教课前材料准备、带教流程、平台使用、成绩评定等
内容,特别对教师标准化病人如何演示进行了培训。

·45·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Aug.
 

2022 Vol.37 No.16



②见习病例准备。每个带教老师根据内科护理学见
习大纲,结合临床经验,精心选取1~2例该科典型疾
病患者,征求患者同意后拍摄护患健康评估视频。视
频分为两部分内容:第1部分为患者主诉视频(3~5

 

min)。患者自行描述发病过程、展现疾病症状体征。
第2部分为健康评估示教视频(10~15

 

min)。带教
老师对患者进行规范健康评估。包括询问患者起病
过程、表现特点、就医过程、既往病史、日常生活状态
(饮食、排泄、活动、休息)、心理和社会状态、护理查体
等。
1.2.1.2 教学过程 见习采用腾讯会议软件结合微
信群进行在线教学活动。腾讯会议可实现带教老师
与护生、护生与护生之间的线上视频交流,可进行资
料展示、师生面对面讨论、护生汇报等活动。为加强
师生课前、课后交流,课程组创建了班级微信群,供师
生即时讨论、上传文件、发布信息等活动。见习前护
生需复习该系统常见疾病及护理。①播放患者视频。
带教老师播放患者主诉视频,使护生了解病例的大概
情况,感受真实的患者语言、真实症状和体征。②老
师角色扮演。老师扮演标准化病人,模拟视频中的患
者,小组护生对 标 准 化 病 人 进 行 护 理 评 估(约20

 

min)。③护生汇报与点评。护生总结汇报护理评估
内容,老师点评,然后播放老师的健康评估示教视频,
护生思考并讨论自身的不足,老师给予点评(约40

 

min)。④护理诊断与措施讨论。老师给出该患者检
查、医嘱用药情况,护生讨论并汇报患者的护理诊断
及措施,老师点评(约40

 

min)。⑤健康教育角色扮
演。老师继续扮演患者,护生进行健康教育(约20

 

min)。⑥其他内容教学。如专科护理操作、其他疾病
患者病例介绍、专科护理注意事项等(约40

 

min)。
1.2.2 评价方法 见习前后,由研究者对两组护生
的学习成绩进行测评,并对模拟见习组护生自主学习
能力、临床沟通能力及合作学习偏差行为进行评价和
体验 访 谈。① 学 习 成 绩。满 分 100 分,由 考 勤
(20%)、见习表现(40%)、护理病历书写(40%)三部
分组成。由带教老师于每次护生见习时给予评分,其
中考勤由点名得出,见习表现使用课程组自编的见习
表现评分表,主要考查护生的发言和汇报次数和质
量,护理病历评分依照课程组自编的护理病历评分标
准进行。②护生自主学习能力。采用Cheng等[6]编
制的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包括学习动机(6个条目)、
计划和实施(6个条目)、自我管理(4个条目)、人际沟
通(4个条目)4个维度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
赋1~5分,总分20~100分,得分越高代表自主学习
能力越强。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6。③
护生临床沟通能力。采用杨芳宇[7]编制的临床沟通
能力量表,包含建立和谐关系(6个条目)、确认患者
的问题(5个条目)、敏锐倾听(5个条目)、传递有效信
息(3个条目)、共同参与(4个条目)、验证感受(5个
条目)6个维度共28个条目。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
从“从不使用”到“经常使用”依次赋1~4分,其中条

目3、17~22为反向计分,总分28~112分。得分越
高,表示临床沟通能力越强。该量表Cronbach's

 

α系
数为0.800。④合作学习偏差行为。采用朱莹莹[8]

编制的合作学习偏差行为量表,该量表包含缺乏互动
(6个条目)、偏离合作(5个条目)、反思不足(10个条
目)3个维度共21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赋1~5
分,总分21~105分,得分越高,表示合作学习行为越
差。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0。⑤模拟见
习组护生学习评价和体验访谈。护生学习评价采用
研究者自行编制的学习评价问卷,包括护生对线上见
习的整体满意度,线上见习后对内科理论知识、护理
程序、整体护理、临床思维的掌握程度5个问题,答案
分为非常同意/满意、比较同意/满意、一般、不同意/
满意、非常不同意/满意5项,为单选题。课程结束
后,每班选取3~5人进行小组访谈,提纲为:①请你
谈谈线上进行内科护理学见习的真实感受? ②你认
为目前线上见习有何优缺点和建议?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和分析。行t检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习成绩比较 模拟见习组和对照组得分
分别为88.58±2.45、88.48±1.90,两组成绩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21,P=0.530)。
2.2 模拟见习组见习前后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沟通
能力及合作学习偏差行为得分比较 见表1。

表1 模拟见习组见习前后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沟通

能力及合作学习偏差行为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自主学习

能力

临床沟通

能力

合作学习

偏差行为

见习前 418 73.09±9.44 87.04±8.98 46.85±11.30
 

见习后 418 80.08±11.2290.71±9.93 43.39±12.58
t -11.676 -6.197 5.618
P <0.001 <0.001 <0.001

2.3 模拟见习组护生的学习评价和体验
  

2.3.1 学习评价 351名护生(83.97%)对见习方
式表示满意,59名(14.11%)表示一般,8名(1.91%)
表示不满意。通过见习,378名护生(90.43%)认为
更好 地 掌 握 了 内 科 护 理 学 的 理 论 知 识,355 名
(84.93%)认为更好地掌握了内科护理学护理技能,
391名(93.54%)认为能更好地制订护理计划,

 

384
名(91.87%)认为能更好地实施整体护理。
2.3.2 体验 ①专业知识和能力得到提高。护生认
为,见习提供将知识运用到实践的机会,对内科护理
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更深刻,情景模拟的方式培养了小
组合作意识、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②带教老师认真
负责,职业素养高。老师准备了很多视听材料,分析
案例透彻,特别注重护理措施中的人文关怀,很受感
染。③形式多样,模拟程度较高。线上教学能够节省
往返医院途中的时间、精力,部分还原了科室环境,代
入感强,对临床护理工作了解更加系统化,也适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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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防疫的常态化形势。④局限性。没进行实地见习
不能见到医院场景全貌,除视频外,见不到更多真实
的患者和家属,不能动手做一些操作,内心觉得有遗
憾、觉得有些东西没学到。有时存在网络卡顿、线上
交流互动不流畅。
3 讨论

3.1 护患联合网络模拟式见习有助于护生核心能力
的培养 本研究显示,见习前后护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临床沟通能力显著提升,合作学习偏差行为显著
改善(均P<0.05)。①自主学习能力。本次见习模
式采用任务驱动和成绩管理两种方法来促进护生能
力提升,任务式学习法能够激发护生学习动机、促进
护生深度思考和构建自我知识体系[9-10]。护生学习
任务包括见习前自学相关疾病、见习时讨论汇报、见
习后书写病历,另外,将讨论、病历书写等活动纳入成
绩管理,有助于督促和规范护生学习行为,进一步保
证自主学习的质量。②临床沟通能力。本研究以带
教老师作为标准化病人,能够消除护生的紧张感,激
发学习积极主动性。另外老师不同于普通患者,他们
经验丰富,可以引导护生问诊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
通过模拟患者,老师也更能归纳出护生存在的沟通问
题,从而提高护生的临床沟通能力[11-12]。③合作学
习。本次见习以小组为单位,见习前组织、见习时讨
论、见习后病历书写,均需要小组成员之间共同参与、
深度互动、协调合作,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另外,反
馈是促进护生学习行为发展的有效手段,带教老师对
小组的每次合作水平进行反馈,保证了小组成员合作
行为不断进步。
3.2 护患联合网络模拟见习能够保证护生的学习成
绩 研究显示,模拟教学利于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沟
通和批判性思维等培养[13-14]。本次研究显示,见习后
两组护生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
明本见习方式能取得与传统实地见习相同的学习效
果,与相关研究结果[5,15]一致。张金戈等[15]在影像技
术专业网络见习研究显示,网络见习的年级其随堂测
验成绩与传统教学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张园园
等[5]在儿科网络见习研究中显示,护生的临床思维考
核成绩与传统见习相当,但临床技能考核成绩明显低
于对照组。本次网络见习和实地见习教学管理相同,
除见习方式为线上外,见习要求、见习流程、见习任
务、见习成绩管理均严格按照实地见习无差别进行。
老师全程在线带教,不受场地限制,减轻对临床工作
的干扰;且护生无需往返校区和医院,见习时长得到
保障。另外,见习中患者视频及所有带教资料均为电
子版,有利于护生进行回顾和复习,因而保证了护患
联合模拟见习的学习质量和效果。
3.3 护生对护患联合网络模拟式见习的评价和体验

 模拟见习组护生学习评价结果显示,护生对本次护
患联合网络模拟式见习总体满意度较高(83.97%)。
80.00%以上护生认为通过本次见习掌握了内科护理
学的理论知识的和基本技能,能够更好地进行整体护
理,基本达到了见习的教学目的。护生体验到,本研

究通过创设接近于真实的临床情境,进行模拟或虚拟
再现,让学习者参与其中,能够进行知识、能力、素养
的综合培养。情景模拟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老师的综合教学能力,本研究中带教老师均已内科
护理实地教学5年及以上,具有丰富临床和教学经
验,保证了本次情景模拟见习质量。另外,线上见习
模拟形式多样,见习形式省时省力、安全,得到护生的
充分肯定。也有护生认为网络教学在直观性、实践性
和可操作性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没有去医院实地见
习,没有真切地感受医院科室环境,内心有遗憾和失
落感。

综上所述,护患联合模拟见习能提高护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临床沟通能力、合作学习行为,能促进临床
核心能力提升,为新形势下护生临床见习提供了新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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