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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带教对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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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基于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带教方案,实施并探讨其对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影响。方法
 

将100名实习

护理本科生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50名。对照组实施常规导师制带教模式,实验组实施基于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

带教。比较实习前及实习后两组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及毕业论文体裁。结果
 

实验组实习后问题发现、文献查阅、科研设计、科

研实践、资料分析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毕业论文中论著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结论
 

实施基于专科科研小组的

导师制带教模式能更有效地提高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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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科研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护理学科发展的

程度[1]。培养具备护理科研能力的高素质护理人才

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创建护理理论,推动护理学科

发展。为顺应现代护理学的发展和需要,帮助大学生

提升护理科研能力是临床带教的工作重点之一。导

师制最初主要应用于研究生教育[2],后逐步被推广至

本科生的培养,其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已被证

实是有效的。其本质是一种强调“一对一”因材施教

的教学形式,它要求导师在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基础

上釆用启发性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3]。护

理本科生导师制从2004在我国实行至今,虽日趋成

熟,也存在着较多问题。护理本科生整体缺乏科研意

识,对科研兴趣淡薄,临床导师与学生交流少,论文质

量参差不齐,大部分毕业论文仍以个案、综述为主,论
著甚少。为进一步提升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笔者

依托护理部改良了导师制带教,通过建立以专科科研

小组为基础的导师制带教模式应用于护理本科生科

研能力的培养,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在无锡

市人民医院实习的100名护理本科生为对象。纳入

标准:①全日制本科护理学专业实习期学生;②大学

英语四级以上;③身心健康,能独立思考分析问题;④
自愿参加本课题研究;⑤实习周期为10个月以上。

剔除标准:①研究期间病事假>1个月;②中途不愿
意继续参与研究者;③提前终止实习或转实习者。在
入院岗前培训时选取研究对象,首先向其说明研究目
的,征得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
验组各50名。对照组男2名,女48名;年龄21~23
(21.36±0.53)岁。实验组男3名,女47名;年龄

21~24(21.42±0.64)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2=0.211、t=0.511,均P>0.05)。
1.2 教学方法

1.2.1 对照组 由护理部制定导师制实施方案,并
每年从全院遴选护理人员更新导师库。导师入选标
准:①主管护师以上职称;②本科以上学历;③具备5
年以上专科护理经验;④5年内发表统计源以上护理
论文;⑤思想品德高尚,专业素质、身心素质强;⑥年
度学生对导师满意度测评90分以上;⑦年度学生毕
业论文考核合格。护理部每年度对导师进行1次考
核,以上标准均满足者入库,1项不达标者次年退出。
导师制从护理本科生进入实习单位开始实施,直至学
生毕业。学生进入实习单位后,由护理部统一对其进
行导师制实施前培训,培训后对学生进行摸底调研,
了解学生感兴趣的专科方向,根据学生的兴趣及导师
的专科性质进行结对。原则上1名导师结对1名学
生。确定一对一导师名单后,由护理部组织师生见面
会,并对导师制实施方案进行培训,明确师生双方的
职责和要求。对学生的要求:①与导师每次联系时间
间隔不得超过2周;②建立导师联系手册,学生记录
心得感受,师生联系时导师批阅;③学生选题,导师辅
导,学生在导师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论文形式不限。
1.2.2 实验组

1.2.2.1 成立专科科研小组 在传统导师制的基础
上,根据医院临床护理专科特色,依托护理部三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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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管理模式,全院组建心内科、重症医学科、内分泌

科、手术室等10个专科科研小组,每组分配5名学

生。分别由5名护理学科带头人和5名护理后备学

科带头人担任小组组长及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规划

和组织科研小组的日常管理和科研工作。由学科带

头人及后备学科带头人甄选具备导师资质及课题项

目实施经验的专科护士作为核心成员。为保障护理

本科生科研素质的全面培养,每个小组确保有核心成

员5名以上,形成科研带教团队。每位核心成员负责

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训的一个方面,如临床研究设

计、证据资源检索、临床实践带教、数据统计及分析、
论文撰写等。选择1名科研能力强的专科护士作为

科研秘书,负责质量标准管理,质控导师的教学能力

及护理本科生的学习与实践能力,阶段性地组织导师

与学生对教学活动进行反思与评价。导师一对一名

单的确立方法同对照组。名单确立后同样由护理部

统一进行科研培训,培训最新制定的专科科研小组管

理制度、专科科研小组导师职责、专科科研小组工作

计划,明确同质化职责和要求。
1.2.2.2 专科科研小组的实践 ①实习第1个月,
护理本科生分配至导师所在科室,创建线上专科科研

小组研讨群,以专科科研小组为单位对学生以网络会

议的形式进行集中专业培训。前2周由5名导师每

周5次轮流授课,主要为专科理论及科研能力培训。
第3周由科研秘书向学生展示分享专科科研成果及

涉及的课题领域。科研组长组织组内导师及学生开

展小组讨论会,围绕在研科研课题,鼓励学生从课题

的不同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形式及论题,并由导师对

其进行可行性分析。由科研组长确定每位学生的毕

业论文形式、论题及师生一对一的名单,并上报护理

部。第4周师生一对一,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研究方

向,选用正确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可行性和前瞻性分

析,完成论文设计雏形。由科研小组组长组织并开展

正式开题汇报,每位学生分享自己的课题,由每位导

师对其进行点评及指正。②实习第2个月起,学生根

据论题方向,自觉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小组每2周召

开1次读书报告会,要求每名学生汇报文献阅读阶段

小结。③实习第3~6个月,在导师指导下开展课题

研究、收集资料。学生每周向导师汇报资料收集情

况,每月进行1次小组数据汇报,导师互评并针对问

题给予指导。④实习第7个月至实习结束,在导师指

导下完成数据统计并撰写论文,进行小组论文答辩。
1.3 评价方法 ①科研能力评价。采用由潘银河

等[4]修订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对护理本科

生的科研能力进行调查。该量表包括6个维度共30
个条目,分别为问题发现能力(条目1~3)、文献查阅

能力(条目4~7)、科研设计能力(条目8~14)、科研

实践能力(条目15~21)、资料分析能力(条目22~
24)、论文写作能力(条目25~30)。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从“无法做到”至“完全能做到”依次给予0~
4分的评定,量表总得分为0~120分,分值越高代表

该维 度 能 力 越 强。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 数 为

0.861。分别于2019年6月(实习前)及2020年5月
(实习后)对两组护理本科生发放调查问卷。两组实

习前、实习后问卷有效回收率均为100%。②毕业论

文。统计两组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产出情况(论文数

量、论文体裁)。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进行描述。两

组科研能力得分以t检验进行分析,毕业论文撰写体

裁以χ2 检验进行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前后科研能力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实习前后科研能力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问题发现能力 文献查阅能力 科研设计能力 科研实践能力 资料分析能力 论文写作能力

实习前 对照组 50 8.14±1.84 11.74±2.16 16.74±3.29 17.62±3.00 6.92±1.44 14.96±2.62
实验组 50 8.28±1.33 11.78±1.33 15.94±3.22 17.98±3.22 7.48±1.63 15.00±2.54

t 0.436 0.112 1.229 0.579 1.819 0.078
P 0.663 0.911 0.222 0.564 0.072 0.938

实习后 对照组 50 10.10±1.54 14.14±1.94 20.78±1.27 21.78±1.92 8.78±0.93 17.02±2.50
实验组 50 11.88±1.73 15.12±0.96 26.70±4.18 27.10±3.39 11.24±1.60 18.14±3.21

t 5.425 3.201 9.593 9.660 9.403 1.946
P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55

2.2 两组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体裁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护理本科生毕业论文体裁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个案 综述 论著

对照组 50 28(56.0) 14(28.0) 8(16.0)
实验组 50 12(24.0) 16(32.0) 22(44.0)

  注:两组论著撰写率比较,χ2=9.333,P=0.000。

3 讨论

3.1 导师制培养对护理本科生的重要性 护理本科

生科研课题主要是为学生毕业后开展科研工作打基
础[5]。护理本科生实习期间安排在各科室轮转,无法
保证科研过程的连续性;且由于就业及考研问题对实
习护理本科生心态的影响,使科研难以顺利进行;部
分护理本科生因在学校期间未打好科研基础而对科
研产生畏惧。导师于护理本科生的职责是启发者、支
持者[6-7]。导师制使导师和护理本科生之间形成长期
的师生关系,导师指导学生进行科研选题、研究设计、
论文撰写等,对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训起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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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研究显示,导师制参与者的科研写作能力得

到培养,发表了更多科研论文[8-10]。
3.2 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带教有利于提高

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选题是进行研究活动的第

一步,由于多数学生临床经验不足以及阅读学术期刊

有限,感到很难选择到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在校期

间科研理论的学习重灌输、轻实践;科研能力的培养

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护理研究课程与临床实际脱

节,课本上的科研知识不能与临床科研项目相结合,
导致护理本科生在问题发现、科研设计、资料处理等

方面能力普遍偏低[11]。而实际临床上也多由导师为

主导进行选题立题。学生尚未对课题产生兴趣,且即

使感兴趣也无从下手。如若学生的主动性不高,很容

易发展为导师对学生的单向输出。与传统的导师制

分层管理机制相比,基于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导师制

以“团队学习”为学习主题,以“合作项目”为学习基

础,以“科研者、学习者”为学习中心,有助于提升护理

本科生科研积极性和自主学习性。同时,5名以上的

导师构成的科研导师小组,既弥补了导师教学之间的

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一对一”带教学生易受

导师个人风格的影响,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专科课题小组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多种互动模式推进课题进展及开展

培训。利用互联网创建线上科研讨论群,随时分享与

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或近期学习心得,定
期开展线下进度汇报与导师深入沟通交流。系统的

监督管理制度和章程,严格要求学生参照章程认真完

成科研能力课程学习,而不是流于形式。本研究结果

显示,实习后实验组发现问题、文献查阅、科研设计、
科研实践、资料分析能力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毕波[12]的调查指出,31.6%护理人员认为影响

他们在专业领域继续学习的原因是缺乏网络信息检

索能力。护理本科生本身具备一定的计算机运用、文
献检索、科研论文阅读能力。调查显示,护理本科生

的科研设计能力得分最低[13],说明护本生在护理科

研学习过程中,没有系统设计课题的能力。在护理本

科生临床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

文献是快速提高科研设计能力的关键。通过检索最

前沿的文献资料,举办读书会,促使护理本科生详细

解读研究的设计、实施与评价,能在短时间内理解科

研设计的思路,锻炼科研思维。同时帮助护理本科生

树立发展的眼光,吸收最前沿的护理知识。通过临床

实践活动,学生才能将在科研培养过程中学到的知识

运用到实践,又通过实践将所学的知识、获得的思维

转化为科研实践能力和素质[14]。
3.3 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带教可提高护本

生毕业论文质量 完成毕业论文是护理本科生毕业

的重要考察方式。发表学术论文意味着护士从事科

研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是其研究能力的外在表

现[3]。多数护理本科生由于没有独立撰写过论文,表

示撰写论文和发表论文很难,而撰写性学习任务是需

要实践才能掌握的。依据科研方向的不同,将实验组

护理本科生分至不同的专科性科研小组,让刚刚步入

临床岗位的护理本科生亲身参与临床课题是科研能

力提升的一种创新。同时导师向护理本科生分享专

科科研成果,以此提高其自信心。随着培训计划的开

展,进行阶段性学习成果反思,同时注重团队成员之

间交流与分享个人心得和收获,总结高效的学习之

道。通过一年的带教培养,实验组毕业论文论著的撰

写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4 小结

专科科研小组模式下的导师制带教是在汲取传

统导师制模式优势的基础上,探索科研能力培训的新

模式,有效地促进了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提
高了护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此外,该带教模式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医院护士科研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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