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析评价问卷结构效度,通过内容效度指数评价问卷内

容效度。本研究共提取5个公因子,问卷39个条目的

因子载 荷 均>0.4,公 因 子 的 累 积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66.276%,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根据CVI
判断问卷内容效度时,一般要求I-CVI≥0.780,S-
CVI≥0.800[13]。本 研 究 编 制 的 问 卷 I-CVI 为

0.939,S-CVI为0.833~1.000,均符合标准,表明问

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3.3 问卷的信度评价 信度是指测评工具测得结果

的一致性及稳定性。答案的波动性越小,信度就越

高[13]。本研究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折半信

度分别为0.972、0.894,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一般认为当重测信度>0.700时,可认为问卷

重测信度较好。本研究选取的30名护生在间隔2周

重复测量分析后显示,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950,说明

问卷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3.4 问卷的内容分析 本研究编制的护理专业课人

文关怀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包含教学环境、教师教学能

力、教师关怀行为、教学设计及考核评价5个维度。
①良好的教学环境能够帮助护生实现沉浸式思考和

学习。教学过程中,创造尽可能真实的教学环境,帮
助护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感知、去体验,有利于培

养护生的人文素养和关怀能力[14]。②教师是课堂的

组织者、护生学习的合作者、护生发展的促进者、护生

进入临床实践的引导者[15],其教学能力对开展高质量

的护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16]。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护

生认为对一门课程喜欢与否与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

高低有很大关系[17],教学能力强的教师更能够吸引护

生的注意力,使其感到被重视、被关怀,从而激发学习

兴趣,增添学习动力。③多数护生对护士形象的确

立,对人文关怀的主观认知和体验首先来源于专业教

师,对护生关怀能力的培养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教师的

榜样作用[18]。教师的关怀性态度及言行是护生对护

理行业的初始印象,其人格魅力和学识修养能够激励

护生发挥自身的人文关怀潜能。④教学设计包括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是关怀教学环节的主体部分。教

师创造性地将人文理念扎根于授课内容,实现专业知

识与关怀理念的彼此交融和相互促进。南亚星等[19]

基于传统授课过程,以华生关怀理论要素为框架,将
十大要素融入到每一次理论讲解和技能演示过程中,
在专业实训课中开展人文关怀课堂教学,成效显著。
积极的、创新型教学方法的使用有助于克服传统教育

模式的弊端,护生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接收知识,他们

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反思[20]。教师在与护生互

动的过程中将关怀理念寓于多样的教学方式,如情景

模拟[21]、翻转课堂[22]、反思学习[23]等,能够很好地弥

补传统理论教学的刻板印象,帮助护生更好地参与到

教学中。⑤考核评价是评估护生对知识掌握程度的

重要方式,也是护生应用能力的阶段性反馈,四川大

学华西医学院[24]对护生的评价包括书面考核、小组讨

论参与情况、个人作品呈现、自我评价等手段相结合

的方式综合考察护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况,这种

评价方法既提高了护生知识学习的兴趣,又提升了其

将关怀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综上,本研究编

制的问卷从护理专业课教学的多个环节对人文关怀

的渗透情况进行评价,较为客观、全面。
4 小结

本研究编制的护理专业课人文关怀教学现状调

查问卷,从教学环境、教师教学能力、教师关怀行为、
教学设计、考核评价5个方面评估护理专业课中关怀

教学实施现状,适用于护生。问卷符合教育教学规

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有助于护理教育者及科研工

作者更好地了解现阶段护理专业课关怀教学的实施

情况,发现现存及潜在的问题,有效改善教学质量,进
而增强护生的关怀意识,提升其关怀能力,促进护理

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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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康复专科护士培训项目的实践与成效

谢国省1,郑彩娥2,滕立英3

摘要:目的
 

为临床培训合格的心肺康复专科护士,以促进患者康复。方法
 

成立心肺康复护理专科护士培训管理委员会,明确培

训目标及时间;编写教材,设置课程;遴选培训师资,筛选实践基地;从全国各级医院的临床护士中选取符合条件的学员151人(第

1期77人,第2期74人),采取理论授课(4周)与临床实践(6周)相结合的方法教学,每期教学结束后进行综合考核,满分300分。
结果

 

两期学员均完成全部学习、考核合格、获得心肺康复专科护士证书;总成绩和教学满意度第2期学员均高于第1期(P<
0.05,P<0.01)。结论

 

心肺康复专科护士培训项目的实施,为临床培训了一批合格的心肺康复专科护士,有利于提高心肺疾病

患者康复干预水平;同时建立了规范化培训体系,为本专业培训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心肺康复; 专科护士; 在职培训;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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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ultivate
 

qualified
 

specialty
 

nurses
 

in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and
 

to
 

promote
 

recovery
 

of
 

patients.
 

Methods
 

We
 

established
 

a
 

nurse
 

training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specialty
 

nurse
 

training
 

in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clarified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time
 

schedule;
 

prepar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designed
 

courses;
 

selected
 

trainers
 

and
 

practice
 

bases;selected
 

151
 

qualified
 

trainees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hospitals
 

in
 

China
 

(77
 

trainees
 

in
 

the
 

first
 

session
 

and
 

74
 

in
 

the
 

second
 

session),
 

and
 

provided
 

4-week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6-week
 

clinical
 

practic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at
 

com-
pletion

 

of
 

each
 

session
 

of
 

teaching,
 

with
 

a
 

full
 

score
 

of
 

300.
 

Results
 

All
 

trainees
 

completed
 

the
 

training,
 

passed
 

the
 

assessment,
 

and
 

obtained
 

the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specialist
 

nurse
 

certificate.
 

The
 

total
 

score
 

of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rainees
 

in
 

the
 

second
 

s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first
 

session
 

(P<0.05,
 

P<0.01).
 

Conclus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nurse
 

training
 

program
 

in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has
 

cultivated
 

a
 

group
 

of
 

qualified
 

spe-
cialty

 

nurses
 

in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for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habilitation
 

inter-
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cardiopulmonary
 

diseases.
 

At
 

the
 

same
 

time,
 

a
 

standardized
 

training
 

system
 

might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nursing
 

training.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specialty
 

nurse; on-the-job
 

train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作者单位: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康复医学四川省重点实

验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浙江省人民

医院望江山院区;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康复医院

谢国省:男,本科,主管护师

通信作者:郑彩娥,rtkfhszkpx@126.com
收稿:2020 09 12;修回:2020 11 20

  据统计,至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25
 

388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1%,其中65岁以上人口

达17
  

603万人,占12.6%[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

剧,慢性疾病患病率随之增加,慢性疾病是老年人死亡

的主要原因[2],其中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占绝大部分[3]。
 

因此,心血管疾病以及肺部疾

病的有效治疗与康复护理已成为当前医护人员所面临

的重要挑战。一直以来,心肺疾病的康复护理由病区

护士承担,其存在专业康复理论知识不足,康复技能欠

缺[4],康复效果不佳等问题;分析其根本原因为缺乏系

统化、规范化的康复专业培训。鉴此,本项目团队于

2019年开始,每年进行1~2期(每期10周)的心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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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专科护士培训,已完成2期,获得良好培训效果和学

员好评。具体方法与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培训对象为全国各级医院的临床护士。
纳入标准:①大专以上学历,年龄<48岁;②注册护

士,护师以上职称;③心内科、呼吸科、老年科、CCU、

ICU、外科从事一线临床护理工作,时间≥3年;其他

专科护士需具备康复护理基础;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热爱心肺康复护理事业。按上述标准入选151
人,其中第1期77人,第2期74人。两期学员一般

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
 

期
 

学
 

员
 

一
 

般
 

料
 

比
 

较

期别 人数
性别(名)
男 女

年龄

(岁,x±s)
学历(名)

专科 本科 硕士

职称(名)
护师 主管护师  副主任护师以上 

第1期 77 2 75 34.47±4.62 2 73 2 28 41  8 
第2期 74 2 72 33.80±4.72 7 63 4 35 36  3 
统计量 χ2=0.000 t=0.882 Z=-0.807 Z=-1.645

P 1.000 0.379 0.420 0.100

期别 人数
工作年限

(年,x±s)
工作科室(名)

心胸外 心肺康复 呼吸 心内 康复 其他

第1期 77 13.86±5.57 5 6 6 29 14 17
第2期 74 12.16±5.42 5 3 14 26 12 14
统计量 t=1.892 -

P 0.060 0.455

1.2 方法

1.2.1 培训方法

1.2.1.1 明确培训目标 本培训是“中国心肺康复

护理联盟专委会”为促进我国心肺康复护理知识技能

的普及和推广,提高心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而设置,
报请中国康复医学会批准后举办。为确保培训质量,
中国心肺康复护理联盟专委会下设培训管理委员会

具体实施,每年举办1~2期,每期培训时间为10周

共400学时,其中理论学习4周160学时,临床实践6
周240学时。培训目标:学员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学习,掌握心肺康复护理专科理论知识和技术,并
能熟练运用于临床康复护理中,降低患者相关并发症

和促进患者康复;同时成为本专科的康复护理骨干。
1.2.1.2 师资与实习基地筛选 ①理论授课老师。
理论授课老师入选条件:副高级以上职称,本科以上

学历,从事心肺康复临床护理/研究/管理。由培训管

理委员会成员遴选、经审核通过后聘为理论授课老

师。共入选32人,男12人,女20人;本科学历8人,
硕士6人,博士18人;副高职称15人,正高职称17
人;心脏康复方向14人,呼吸康复10人,重症康复

 

4
人,心肺康复相关4人;

 

②实习基地。选取国家心肺

康复中心挂牌的7所医院为本培训班实习基地,均有

心肺康复病房、心肺康复训练室、CCU;具备较强的师

资力量,可有效对学员进行临床指导。
 

③实习带教老

师。每个实习基地(医院)7~10人,由各基地医院推

荐,要求中级以上职称,本科以上学历,心肺康复病房

从事护理工作时间≥5年,具有教师资格证书。7所

基地医院共入选65人,男12人,女53人;本科48
人,硕士17人;中级职称42人,副高级以上23人。
1.2.1.3 理论授课 ①培训教材。由培训管理委员

会成员从全国康复专科遴选从事临床/管理/教学方

面工作的专家共36人(正高级17人,副高级15人,
中级4人;来自22个单位)编写教材。参照国家卫生

健康委的《专科护理领域护士培训大纲》、结合我国心

肺康复护理实况和专科特点,编写《全国心肺康复专

科护士培训专用教材》,包括心肺康复护理基本概念、
概况,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解剖、生理病理,相关检

查检验及意义;心肺一般康复技术和心肺功能监测与

评定;心肺常见及疑难重症疾病的康复护理;心肺手

术围术期康复护理;心肺康复护理临床论文写作及科

研设计等章节。②授课方法。
 

根据教学内容采取理

论讲授、小组讨论及工作坊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授课

方法。康复专科护理内容均采取理论讲授后以小组

讨论的方式使学员加强记忆。心脏康复技能方面包

括肌力与耐力训练,柔韧、平衡、抗阻训练;肺康复方

面包括肺康复护理操作、胸部物理治疗、呼吸功能训

练、有效咳嗽训练及体位排痰训练等。采取理论讲授

后以工作坊操作的方式使学员加强理解,为下一步临

床实习打基础。工作坊具体实施:将学员分为5~7
人一小组,每组选1名组长,根据老师给出的案例,在
组长 的 带 领 下 进 行 情 景 模 拟、角 色 扮 演、讨 论 小

结[5-6];最后全班汇总,进行小组报告,报告毕各学员

可提出自己的见解,老师给予总评。
1.2.1.4 临床实习

 

1.2.1.4.1 实习项目 由培训管理委员会成员拟定

实习项目、编写《全国心肺康复护理操作技术手册》,
内容为4类共40项:①基本知识与技能8项,具体为

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心肺康复护理文书书写,心肺

康复专科仪器与设备管理,心肺康复患者的安全管

理,高危患者评估与风险应急预案,心肺康复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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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心肺康复护理质量控制,心肺康复护理营养指

导。②心肺疾病相关康复护理14项,具体为冠心病,
急性心肌梗死,冠脉支架植入术,心力衰竭,冠状动脉

旁路移植术,心脏瓣膜置换术,先天性心脏病,重症心

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慢性呼吸衰

竭,肺心病,肺炎,心胸外科围手术期快速康复。③康

复治疗技术14项,具体为体位摆放,呼吸功能训练,
有效咳嗽及体位排痰,平衡训练,柔韧性训练,肌力与

耐力训练,心脏康复处方,六分钟步行距离测试,体外

反搏技术及护理,ECMO辅助支持治疗及护理,重症

心肺疾病监测技术,心电监护,
 

除颤技术,
 

胸部物理

治疗技术。④其他4项,参加1次护理查房、1次病案

讨论,制订1份护理计划单,撰写康复护理论文1篇。
1.2.1.4.2 实习实施 学员自选实习医院:由来自

7所基地医院的学员分别采取PPT形式介绍本医院

基本情况,包括病床数、收治病种、设备仪器、开展相

关操作技术、食宿后勤保障等。介绍毕由学员自主选

择实践基地,然后经培训管理委员会成员协调,并通

知学员和实习医院管理者。学员进入医院后采取一

带一或一带二的导师制直至完成全程实习。
1.2.2 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多措并举进

行质量控制:
 

①组织管理。设立辅导员、班长、生活

委员、学习委员各1名,并公布其联系方式,以利培训

期间学员有任何问题可第一时间反映和沟通。设立

微信群,学习委员及时向群里上传课件及其他培训所

用资料,教师发送培训前沿相关知识,与学员沟通等。
使教与学之间充分互动,避免问题积累。②理论授课

设周重点。第1周重点为基本概念,心血管、呼吸系

统解剖生理病理,相关检查检验及意义;第2周为心

肺一般康复技术、功能监测与评定、围术期康复护理;
第3周为心肺常见及疑难重症疾病的康复护理;第4
周为康复护理科研设计及论文写作选题等。以利学

员熟练掌握基本点和重点。③教学总结与改进。第

1期培训期间,项目组成员深入学员中间和实习基地

了解学员对本次培训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收回的教

学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对影响教学效果的问题

进行分析,在第2期培训中加以改进。如学员提出理

论授课和实习带教面过宽,不便于复习与记忆;考核

范围过广,备考难以全面覆盖等问题。在第2期即进

行改进,如理论授课周重点设置更凝练,方便学员重

点学习与深化;对临床实习时间与内容进一步规范与

细化,包括护理病例的撰写、临床实践手册书写,操作

考核工具及流程的规范化等。
1.2.3 评价方法

 

1.2.3.1 考核成绩 临床实习结束后由培训管理委

员会成员对学员进行考核。考核成绩由四部分组成,
总分300分,得分≥180分计为合格(其中理论、操作成

绩均须≥60分,如未达标,有1次补考机会),颁发“全
国心肺康复护理专科护士培训结业证书”。①理论考

核。考核内容包括心肺康复相关概念及解剖、心肺康

复相关评定、心肺疾病围术期康复护理、心肺常见及疑

难重症疾病的康复护理等方面,满分100分。②操作

考核。项目包括心脏康复护理常见康复技术,肺康复

护理常见康复技术及心肺康复常见的评估技术等,学
员抽考1项,以案例分析和技术实操形式完成,满分

100分。③撰写论文。要求撰写1篇5
 

000字以上论

文,选题不限,满分50分。④综合评定。包括医德医

风满分10分,查房、病案分析满分10分,护理计划单满

分20分,实习总体评价满分10分,共50分。
1.2.3.2 教学满意度 由培训管理委员会成员根据

本次培训的特点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教学态度、
带教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4个方面,每个方面为

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非常不

满意至非常满意依次赋1~5分,各方面满分均为25
分,总分100分。得分越高表示对教学满意度越高。
于临床实习结束后发放和收回问卷。
1.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SPSS23.0软件进行

处理,行χ2 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t检验、秩和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期心肺康复专科护士完成培训及考核情况 两

期学员均完成全程培训、考核合格,均获得专科护士培训

结业证书。两期学员考核成绩比较,见表2。
2.2 两期心肺康复专科护士教学满意度比较 见表3。

表2 两期心肺康复专科护士培训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期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综合考评成绩 论文成绩 总成绩

第1期 77 67.73±6.10 86.68±7.17 46.64±4.40 34.71±3.48 235.72±11.23
第2期 74 69.70±5.39 91.65±4.96 45.67±1.68 34.57±2.90 241.59±9.22
t/t' 2.107 4.973 1.793 0.256 3.503
P 0.037 0.000 0.076 0.799 0.001

表3 两期心肺康复专科护士教学满意度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带教态度 带教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总分

第1期 77 23.57±2.57 22.96±2.21 22.94±3.01 22.65±2.52 92.12±9.41
第2期 74 24.19±1.34 23.36±1.85 23.85±2.11 23.51±2.19 94.92±6.64
t/t' 1.861 1.214 2.155 2.246 2.107
P 0.065 0.227 0.033 0.026 0.037

·71·护理学杂志2021年2月第36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