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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新生儿专科护士
培训基地教学实践

吴丽芬1,刘恋2,何娇2,乐琼2,袁敏3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基地教学模式实践效果。方法
 

选择2016-2018年接受新生儿专

科护士培训的18名学员作为对照组,2020-2023
 

年接受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的19名学员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模式培

训,观察组基于库伯学习理论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比较两组学员核心能力及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结果
 

除教育与咨询能力维

度外,培训后观察组核心能力其他6个维度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对教学方法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但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培训模式可提高新生儿专科护士核心能力。
关键词:新生儿; 专科护士; 培训; 库伯经验学习理论; 核心能力; 培训基地; 教学方法;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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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teaching
 

model
 

practice
 

based
 

on
 

Cooper'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for
 

neonatal
 

nurse
 

specialist
 

training
 

sites.
 

Methods
 

Eighteen
 

trainees
 

who
 

received
 

neonatal
 

specialist
 

nurse
 

training
 

from
 

2016
 

to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19
 

trainees
 

who
 

received
 

neonatal
 

specialist
 

nurse
 

training
 

from
 

2020
 

to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ined
 

with
 

conventional
 

train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ained
 

based
 

on
 

Cooper'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Except
 

for
 

the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and
 

counselling,
 

the
 

other
 

6
 

dimensions
 

of
 

core
 

compete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training
 

model
 

based
 

on
 

Cooper'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can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specialized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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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护士是指在某一特定护理领域内,具有较高

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护理工作者,是护理专业化和

专门化发展的一个标志[1]。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人们对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专科护士在临床护理、
教育培训和护理科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提升

医疗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具有重大影响。政府和医

疗机构加大对专科护士的重视和培训力度,可为专科

护士职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2]。按专业化标

准培养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并满足患者护理需求的专科

护士是护理行业的关注重点[3]。许多医疗机构和护理

学会建立了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以提高专科护士的专

业水平和实践能力[4-5]。新生儿专科由于患儿生理和

心理特点与成人或年长儿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新生儿

专科护士的培训有其特殊性,需要融合护士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敏锐观察力、沟通能力、关怀能力及评判性

思维能力等进行培训及考核。专科护士在临床基地的

培训方式主要以临床带教老师一对一带教、定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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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方式开展,此培训形式存在培训对象所见临床病

例及实践操作受限,培训效果参差不齐的问题。为提

高培训效果,提升专科护士的综合能力,培训基地需不

断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方法。库伯学习理论是由

大卫·库伯(David
 

Kolb)提出的经验学习模式[6]。库

伯经验学习过程是由经验感知、理解观察、评价概括和

实践应用4个适应性学习阶段构成的环形结构;成人

学习的关键在于激发内在动机和主动性[7-8]。我院作

为一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于2016年开始承担湖北

省护理质控中心新生儿专科护士临床教学培训工作,
2020年成为中华护理学会新生儿专科护士的京外临床

教学培训基地。在进行专科护士培训过程中运用库伯

经验学习理论构建培训模式并应用于教学中,取得良

好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6-2018年接受湖北省新生儿

专科护士培训的18名学员为对照组,2020-2023年

接受中华护理学会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的19名学员

为观察组。新生儿专科护士报名标准为:护师及以上

职称、本专业临床工作5年及以上。两组专科护士学

员均为女性。对照组年龄27~35(30.36±2.35)岁;
本科14人,大专4人;主管护师8人,护师10人。观

察组年龄26~34(29.46±3.14)岁;硕士1人,本科

15人,大专3人;副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师10人,护
师8人。对照组均来自省内,观察组省内10名、省外

9名。两组年龄(t=0.983,P=0.332)、学历(Z=
0.764,P=0.445)及职称(Z=0.935,P=0.350)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培训方法

包括4周脱产理论学习,8周临床实践基地学

习。建立专科护士临床实践教学的三级管理制度。

三级管理组:由护理部分管教学的副主任负责,主要

职责为制定及完善培训制度、资源调配、师资培训、工
作协调。二级片区专科教学小组:组长为片区总护士

长、基地负责人,主要职责为制定质控标准、师资资格

审核;组员为儿科专科护士长6名(涵盖新生儿内科,
外科,重症专科,心血管专科,血液系统专科,儿童保

健等专科),主要职责为师资培训、教学质量督导。一

级病区培训小组:组长为专职总带教老师,组员为专

科护士学员的临床实践带教老师。对照组培训模式

主要为总带教老师按专科护士总体要求制定培训计

划,临床实践带教老师根据培训计划进行“一对一”跟
班带教,每周下午安排小讲课、护理查房2~3次,其
中穿插访谈会,最后2周演示相关护理操作,进行相

关考核评价。观察组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制定并

实施培训计划,具体如下。
1.2.1 培训老师准备 每名学员配备2名培训老师:
一对一的临床实践带教老师和临床科研带教老师。临

床实践带教老师要求获得1项专科护士证书(新生儿

专科、静脉治疗专科、呼吸专科等)。科研带教老师要

求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本科及以上学历、新生儿科工

作5年及以上、发表过核心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或主

持过院级以上基金项目。基地负责人每年对培训老师

进行资格审核、考核评价。培训老师要求每年参加本

校或学会关于教学的培训课程1次,并取得相关培训

证书。每年3~4月份专职总带教老师对培训老师集

中培训库伯经验学习理论及相关教学方法,培训后进

行理论与实践考核,综合成绩≥80分为合格。
1.2.2 培训主题及方式 专科教学小组与专职总带

教老师根据培训目标、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制定教

学计划,每周凝练培训主题,具体培训主题及方式见

表1。
表1 专科护士培训主题及方式

时间 培训主题 培训方式

第1周 入科初体验(涉及环境、医院感染、相关制度、专科人文) 参观、实操、授课、个人及医院展示、分享会
第2周 科研专题 文献检索、证据总结、个案护理开题汇报
第3周 危重症护理管理 标准化病人脚本应用、临床实训,疑难病例讨论
第4周 静脉治疗专题 临床实操演练、临床实践、BOPPPS教学、静脉导管置管及维护经验分享
第5周 热点聚焦 新技术、新业务展示,翻转课堂,期中反馈
第6周 专业延伸(心血管、神经、儿童保健、康复等) 新生儿相关专业知识拓展、随访门诊观摩、护理门诊随诊、跟医查房
第7周 实境操作 情境设计操作实训、团队操作展示、OSCE考核
第8周 成果汇报、展示 个案护理结题汇报评选、结业总结

1.2.3 培训需求调查 自制培训需求量表,内容包括基

本信息、临床擅长领域及薄弱环节、希望实践学习的内

容、科研产出、期望达到的临床和科研目标等。培训前组

织学员填写,提前了解其培训需求及个人目标,完善培训

内容,分配合适的带教老师,使临床带教更具针对性。
1.2.4 基于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实践教学方法 ①经

验感知阶段:学员都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在培训内容的

选择上主要是聚焦专科发展热点及新动态、新生儿科重

点关注的环节(医院感染防控、早产儿发展性照护、呼吸

支持、营养管理、皮肤管理等)。每名学员选择1个护理

案例为导入,如早产儿并发肺发育不良患儿的护理案

例,学员在临床带教老师指导下了解相关病例,熟悉护

理流程,参与患儿的护理实践,在临床实践过程中通过

与带教老师相互交流,对早产儿呼吸道管理相关知识进

行探讨。②理解观察阶段:对护理案例存在的难点问题

进行临床观察,培训老师对新生儿科重点涉及的理论知

识及操作技能进行集中讲授及实操演示,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同时根据专科新进展及时调整授课内容,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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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应用在临床使用的案例讲解。
根据培训计划的主题,每周安排3~5个专题讲课,帮助

学员将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通过思考和分析,理
解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由科研带教老师指导学员

查阅文献进行循证护理,引发学员思考及结合自己的护

理经验,不断完善护理流程,提升自己的能力。每周利

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开展新生儿重症护理工作坊或读书

报告会,总带教老师提前选择本周病房病情较为复杂的

案例,以工作坊形式组织学员进行护理经验交流。如新

收治650
 

g早产儿时,就极低体质量早产儿的呼吸道管

理、营养支持、院感防护等进行探讨;或新收治早产儿并

发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时,对早产儿喂养及术后护理等进

行交流。③评价概括阶段:学习者对所学内容进行评判

性思维,确定其是否符合学习目标[9]。要求学员进行个

案护理开题汇报(入科第2周)、中期展示(第4~5周)、
结题汇报(第8周),将学习的主动性转移给学员,使其

能将自己的经验及学习的新知识能更好地融入实践教

学过程中,对整体知识结构进行整合。在开展个案护理

过程中,引导学员每天在微信群里分享进度,提出自己

的困惑,学员之间展开线上讨论,取长补短,促进相互学

习及团队的合作,进一步强化专科护士的理论及实践水

平。每周五下午基地负责人、病房护士长、总带教老师

和学员进行座谈,对1周的培训工作进行总结与评价反

馈。④实践应用阶段:学员通过理论与实践学习巩固和

更新专业知识与技能,总结临床经验。实践应用以护理

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实境模拟等形式开展。每月病房

开展1次护理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并运用相关实践教

学法让学员参与其中。负责主持查房和病例讨论的老

师提前设计2~3个护理难点,让学员提出各自的护理

方案,学员和老师一起讨论,通过循证方法得出最佳的

护理方案,最后由护士长对效果进行评价。⑤多平台实

践:库伯经验学习理论不仅关注学习的过程,还强调学

习知识的拓展与应用。组织学员参加医生的病例讨论

和主任查房,每月2次,拓展知识储备。安排学员参与

每月病房开展的健康教育大课堂、护患沟通会,提高学

员的沟通能力。根据护理门诊、社区延伸服务的挂号情

况,分批安排学会进行跟班,拓展其综合能力。
1.3 评价方法 ①学员核心能力评定:采用注册护

士核 心 能 力 测 评 量 表(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Registered
 

Nurse,CIRN)2009修订版[10]进行评估。
包括科研与评判性思维能力(8个条目)、临床护理能

力(10个条目)、领导能力(9个条目)、人际交往能力

(8个条目)、伦理与法律实践能力(8个条目)、专业发

展能力(6个条目)、教育与咨询能力(6个条目)7
 

个维

度55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完全没有能

力”=0,“很有能力”=4,分数越高核心能力越强。于

学员培训前及培训结束时通过问卷星自评。②培训

满意度调查。采用自制调查表,由学员从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培训态度、培训效果4个方面对整体培训

进行评价,总均分≥90分为非常满意,75~89分为满

意,60~74分为一般,<60分为不满意。培训结束时

由学员通过问卷星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分析数据。
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

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培训前后两组学员核心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2。
表2 培训前后两组学员核心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科研与评判性思维

培训前 培训后

临床护理能力

培训前 培训后

领导能力

培训前 培训后

对照组 18 20.97±3.62 23.12±2.54 25.46±1.89 29.58±2.87 22.75±3.01 29.54±2.97
观察组 19 21.78±3.22 26.27±3.12 24.11±2.67 34.71±3.48 22.89±4.27 32.64±2.78

t 0.720 3.357 1.766 4.877 0.115 3.280
P 0.476 0.002 0.086 <0.001 0.909 0.002

组别 人数
人际交往

培训前 培训后

伦理与法律实践

培训前 培训后

专业发展

培训前 培训后

教育与咨询

培训前 培训后

对照组 18 20.01±2.1223.44±2.47 19.01±3.5723.16±4.31 12.14±2.1116.24±3.12 12.77±5.6716.47±3.69
观察组 19 19.45±3.1626.72±4.57 18.44±3.6628.89±3.87 12.22±2.8918.75±3.75 12.87±2.7818.54±4.11

t 0.629 2.694 0.479 4.260 0.096 2.207 0.069 1.609
P 0.533 0.011 0.635 <0.001 0.924 0.034 0.946 0.117

2.2 两组学员对培训方法总体满意度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学员对培训方法总体满意度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对照组 18 11(61.11) 5(27.78) 2(11.11)
观察组 19 15(78.95) 4(21.05) 0(0)  

  注:两组比较,Z=-1.312,P=0.190。

3 讨论
专科护士作为护理领域的专业人才,其培训和发

展对提高护理水平、满足患者需求、推动护理事业发

展以及提高护士职业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1]。
专科护士培训临床基地是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的重

要场所,其教学品质直接影响专科护士的能力[12]。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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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儿科的护理对象是一个特殊群体,对专科护士要求

非常高,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及娴熟的操作

技能外,还需要具备评判性思维、沟通协调、协作管理

等综合能力。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提升专科护士的综

合能力,仅通过临床实践加理论授课远远不能满足。
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特别强调成人学习的特点,成人具

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指导能力,他们能够主动地

选择学习内容和方法,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同

时,成人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这些经验可以为他

们的学习提供宝贵的资源。参加专科护士培训的学

员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因此本临床实践基地制定培训

计划时更注重病例导入、情境设计等环节,让学员带

着问题融入临床实践,不断体验、思考、总结、尝试;针
对护理实践中出现的知识点及护理问题,通过理论授

课、实境操作、病例讨论等形式开展培训,激发专科护

士主动学习及寻求解决方案,提高评判性思维及专科

护理能力。库伯经验学习理论还强调学习者从具体

经验开始,然后进行反思和观察,形成抽象概括,最后

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13]。在学习过程中,每个阶

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培训形式上还利用护理工

作坊等方式,让专科护士利用自己的经验对临床疑难

案例及特殊案例提出自己的见解,再通过文献检索等

方法进行验证,对知识进行更新、查漏补缺。通过小

组讨论、报告会分享等,引导学员参与互动讨论,反思

和分析临床案例,进一步提升科研、沟通、专业发展等

综合能力。专科护士在整个临床实践过程还需要完

成个案护理案例开题汇报、中期展示、结题汇报,以及

体验延续护理服务、护理门诊、护理会诊等多平台护

理实践,使学员能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理论学习、文献

循证、知识更新、实践等过程,平衡经验的理解与转

换,使经验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实现理论与实践有

效融合。库伯经验学习理论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不断重复经历4个阶段,每
次循环都会使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技能更

加熟练。本研究结果显示,除教育与咨询能力维度

外,观察组学员核心能力的其他6个维度得分显著优

于对照组(均P<0.05)。
医疗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护理人员需要不断地

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的

过程中,应重视持续学习和发展能力的培养,使护理

人员能够自觉地跟进医疗科技的发展步伐,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14],适应新生儿护理专科

化的发展。库伯经验学习理论的培训方式对培训老

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培训老师在培训课堂改变传

统讲授模式,用更多的时间引导学员讨论、互动和实

践,调动学员的主动性;结合临床应用场景、设置挑战

性的任务等方式,激发学员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

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在传授新知识的同时进行头

脑风暴,活跃学员思维,在互动与实践中验证成果。

培训过程中注重团队合作,建立学员微信群,每天线

上讨论与分享,学员可以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同时也

能培养沟通协作能力。培训过程中老师鼓励学员在

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学会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
通过团队的力量实现个人成长。学员对这种模式的

培训非常认同,对培训总体满意度逐步提高,但两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有
待于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讨。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中引入

库伯经验学习理论可提高学员的核心能力及对教学

的满意度。由于培训的学员较少,该学习理论的效果

尚待进一步观察。下一步将不断完善培训课程设置、
拓展培训形式、扩大培训平台,进一步提升专科护士

培训效果,使专科护士能够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好地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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