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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对线上实习导学体验的质性研究

张卓雅,耿力,曾莉,吕永利

摘要:目的
 

探索护理本科生对线上实习导学的体验,为教学医院改进教学模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选择在临

床实习前参加线上实习导学的13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访谈,运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提炼主题。结果
 

提炼

出实习导学的积极体验(缓解实习压力、激发学习动力、增强自我效能感、增强职业认同感、共情),实习导学的影响因素和对实习

导学的期望(对导学授课老师的期望、对自己的期望)3个主题。结论
 

实习导学起到了很好的衔接作用,护生的认可度高,同时对

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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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xperience
 

of
 

guiding
 

learning
 

before
 

the
 

internship,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hospital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odel.
 

Method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on
 

13
 

nursing
 

students
 

who
 

received
 

guiding
 

learning
 

before
 

clinical
 

practice,
 

then
 

data
 

were
 

transcribed
 

and
 

analyzed
 

using
 

Colaizzi's
 

phenomeno-
logical

 

method
 

to
 

identify
 

themes.
 

Results
 

Three
 

themes
 

were
 

identified:positive
 

experience
 

(relief
 

of
 

stress
 

in
 

relation
 

to
 

intern-
ship,

 

inspiration
 

of
 

learning
 

motivation,
 

enhancing
 

self-efficacy,
 

enhanc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mpathy),
 

factors
 

influen-
cing

 

guiding
 

learning,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guiding
 

learning
 

(expectations
 

to
 

teachers,
 

and
 

to
 

oneself).
 

Conclusion
 

Guiding
 

learning
 

before
 

internship
 

bridges
 

school
 

teaching
 

and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is
 

recognized
 

by
 

nursing
 

students,
 

meanwhile
 

it
 

creat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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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

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1],内容指

出要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实习教学改革

与研究、健全实习教学体系,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升。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实习是护生

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阶段。目前我国护理临床实习模

式的研究偏重于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后教学模式的探

讨[2],缺乏对院校理论学习到临床实习过渡阶段的研

究。而我国大部分护理院校的临床实习安排在最后一

个学年,理论与临床实践脱节,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后无

法高效地将学校理论知识与临床实习相结合。2020年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
院临床实习教学工作未能如期进行。为保障实习教学

质量,我院于2020年7~8月开展为期6周的线上实习

导学,通过课程讲授的形式使护生临床实习前了解及

掌握临床实习中涉及到的理论、操作、核心制度、应急

预案、护理查房等内容。实习导学结束后,护理本科生

于9月进入临床实习。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法,深入

探究护理本科生对实习导学的体验,旨在为护理实习

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于我院参加了实

习导学的护理本科生为对象。纳入标准:①完成在校

学习课程,进入我院实习的护理本科生;②表达能力

良好;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实

习导学期间出勤率未达到100%;②实习导学后未进

入临床实习。研究样本量以信息饱和为标准[3],最终

访谈护理本科生13人,编号为 N1~N13,其中男3
人,女10人;年龄20~23(21.08±0.24)岁。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由护理教研室负责统筹安排、制订

实习导学细则、审核专科实习导学计划等。实习导学

分为2期进行,共48学时,时间6周。第1期由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带教老师承担授课,第2期由急诊

科、传染科、手术室、重症ICU、五官科、老年医学科带

教老师承担授课。授课内容为结合临床案例进行理论

授课、操作课、护理教学查房、布置作业、通过视频参观

病区、应急预案、核心制度、互动答疑、出科考核等。便

于护生提前了解临床实习,做好学习规划。学生总成

绩由考勤、学习评价和出科考核3部分组成,其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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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包括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为保证护生对临

床实习的科室均有了解,学生分为4组在不同科室老

师的指导下进行实习导学,每周轮换1次。
1.2.2 确定访谈提纲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征求相

关专家意见并选择2名护生进行预访谈后确定访谈

提纲,主要包括:①你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

施线上实习导学? ②进入临床实践实习后,你认为实

习导学对临床实习有什么影响? ③影响线上实习导

学有效开展的因素有哪些? ④分享一下实习导学期

间印象最深的一堂课,为什么? ⑤你对实习导学应用

于临床实习中的期望是什么? ⑥除本次访谈所涉及

的问题外,你还有想补充的内容吗?
1.2.3 资料收集方法 访谈地点为环境安静的会议

室,正式访谈前向受访者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经受访

者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从了解受访者的基

本情况开始,整个访谈围绕提纲展开,鼓励受访者充

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及体验,同时观察并客观记录

受访者的语气、表情及肢体动作等信息,受访者观点

表述不清时,对其观点及时进行确认。每次访谈时间

30~50
 

min。
1.2.4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24

 

h内,反复聆

听录音并结合受访者的语气、表情及肢体动作等信息

将录音转录成文字资料。由2名研究者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
2 结果

2.1 实习导学的积极体验

2.1.1 缓解实习压力 实习导学是基于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我院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的一种全新学习

模式,护生均表示本来对进入临床实习很紧张很担

忧,导学后压力不同程度减轻。N6:“我很庆幸医院

有实习导学这个过程,因为疫情原因半年都没有进入

学校学习,理论知识都忘了,去临床实习会觉得有点

慌。”N2:“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职业

防护、核心制度等,特别是职业防护及身份核对制度,
老师的多次强调对我们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进入临

床实习后也不会很慌张。”N5:“老师在讲理论课的时

候,运用了大量的临床案例,其中也会分享一些护患

沟通的情景,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减少了我们与

患者打交道的压力。”
2.1.2 激发学习动力 通过实习导学,多数护生认

识到自己理论知识的不足,课余时间进行查漏补缺。
各个院校的护生之间也会互相竞争,不甘落后。N5:
“其他学校的同学都好积极,课堂表现很优秀。我作

为队长不想我们学校落后太多,所以鼓励带动我们学

校的同学更加认真努力地学习。”N8:“为了周测试拿

到高分,得到老师的表扬(不好意思地捂嘴笑),我上

课听得很认真。”N13:“老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人工

智能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让我认识到专利创新可以

给临床工作提供新思路,我进入临床实习后也会多学

习、多思考,争取在毕业前也能完成一项专利申请。”
2.1.3 增强自我效能感 护生第一次进入临床实习,
运用实习导学期间学习的知识解决临床实习中遇到的

问题,得到带教老师及患者的肯定,增强了自我效能

感。N3:“我第一个科室轮转的内分泌科,患者问我胰

岛素笔怎么用,正好我在导学期间学习过,就很仔细地

给他讲解了,带教老师对我连连称赞,我开心极了。”
N9:“导学期间给我们上胎心监测操作课的老师正好怀

孕了,她用自己当模特让我们听到了真实的胎心,我发

现跟书本上的描述是有区别的。在产科实习期间,老
师教我听胎心,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上次实习导学课上

听到的声音,知道自己找对位置了,特别高兴。”
2.1.4 增强职业认同感 护生职业认同感是指护生

对护理职业的看法和情感。实习期也是护生职业认

同形成的重要时期[4],实习导学的开展有利于增强护

生职业认同感。N2:“我特别怕去儿科,觉得小朋友

生病会很烦,家长也很难沟通,但是在导学期间,儿科

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很多可爱的患儿,还有他们与患儿

及其家长开展活动的视频。我现在对儿科不那么抵

触了。”N3:“我是一名男护生,本来准备毕业后考公

务员的,通过实习导学及临床实习接触了几位男护

士,觉得他们特别厉害。我现在已经认同了男护士这

个职业。”N5:“心外科老师跟我们分享了‘护心跑

男’[5]短视频,让我热血沸腾,我觉得这份职业很神圣

很伟大。“N13:“我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我一直

觉得护士就是打针发药,导学期间手术室老师分享了

脾切除手术的配合,我认识到原来护理工作也可以那

么有挑战性。”
2.1.5 共情 共情是成为一名合格护士的关键,提
高护士共情能力有助于护理队伍稳定发展[6]。在实

习导学期间,老师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带领护生感受真

实的护理工作。N2:“看到儿血科‘爱心病房学校’[7]

的小天使们,看到帮助他们的一批批医护人员和社会

志愿者们,我眼泪都出来了,他们还那么小,一边坚强

地对抗病魔一边不忘学习,希望我以后有机会多做一

些事帮助他们。”N9:“老年医学科的老师给我们看了

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科普视频,与我们分享临床患者

的一些病例时眼泪都在眼眶打转,同学们也都谈了自

己跟老人相处的一些感受,让我想到以后在临床上与

老年患者相处时应该更有耐心,给予更多理解。”
2.2 实习导学的影响因素 实习导学的有效开展

受到老师、学生、同伴、网络、家庭、硬件设施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多名受访者提到了网络、家庭因

素的影响。N4:“网络不稳定,播放视频也会有卡

顿。”N12:“家里人多、很嘈杂,有时还会喊我帮个忙

拿个东西,我无法专心学习,家里也没有学习氛围。”
N7:“有的老师以自己讲授为主,课程安排很满,听
到后面就很疲惫。”N13:“我们学校有几名同学准备

考研了,没有很积极地参与教学讨论及完成作业,有

·77·护理学杂志2021年7月第36卷第14期



些同学看到他们这样也受影响,积极性没有前期那

么高。”
2.3 对实习导学的期望

2.3.1 对医院老师的期望 实习导学的授课及临床

实习带教工作均由医院老师来承担,受访者很认可这

种新型的学习模式,也提出了一些期望。N1:“希望

老师理论授课的时候多讲一些专科的案例及专科前

沿知识。”N9:“希望多开展一些病例讨论并增加提问

环节,这样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掌握程度,也可

以督促我们认真听课。”N11:“希望每天能对一天的

内容进行回顾总结,每周有一次实习小结,让我们了

解自己表现如何,有哪些不足。”
2.3.2 对自己的期望 受访者通过实习导学及临床

实习,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有了不同的期望。N1:
“老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他们自己做的科普视频,把
自己的特长爱好运用在工作中,希望我也能在工作中

发挥自己的特长。”N7:”内分泌老师给我们拍的vlog
让我们同学都很感兴趣,我也准备把自己的实习生活

拍摄成vlog,让我的学弟学妹们也提前了解实习生

活,做好准备,发挥我学姐的作用。”
3 讨论

3.1 护生对实习导学认可度较高 实习导学作为一

种新型的学习模式,不仅激发了护生的学习兴趣,而
且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特殊时期,有效地解决了他们

不能及时来医院实习的问题。护理本科生通过实习

导学与同伴一起学习、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能认识

到自己理论知识的不足,看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

距,从而有针对性的提高。通过实习导学,护生能提

前了解医院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带教老师等,缓解了

对临床实习的紧张情绪与压力。护生将实习导学中

学习到的知识有效应用到临床实习中,增强了自我效

能感和职业认同感。自我效能感是职业认同感的重

要影响因素[8],护生的出色表现受到带教老师的肯定

后,能促进职业认同感的提高。
3.2 实习导学授课教师的教学技能有待提高 实习

导学的授课教师均由临床实习带教老师担任,我国临

床护理带教老师学历层次和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缺乏

系统的规范化培训[9]。研究显示,临床护理带教老师

的课堂教学能力现状不乐观,特别是在授课技巧、课
件制作等方面的能力普遍较低[10]。而临床护理教学

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教学质量对护生

在实习中获得的知识、技能、职业价值观、专业成长有

重要的影响。医院教学管理部门应对临床带教教师

进行严格选拔及规范化培训,建立师资选拔与培训机

制[11]。教师自身也应加强学习,除掌握前沿专科知

识外,也应将先进的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中,提高教

学效果。
3.3 加强多渠道、多方面的支持 实习导学作为一

种新型的学习模式,它的顺利开展需要多方面的支

持。网络、设备方面,线上实习导学依托于互联网来

进行,因此对计算机设备及网络要求较高。医院的网

络中心应给予相关保障,使线上课程、师生互动等能

有效进行。管理者方面,实习导学的授课老师均来自

临床,病区管理者应合理排班,保障实习导学授课与

临床护理工作不冲突,提高授课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同时,实时与授课老师沟通,提出教学改进意见。院

校方面,积极与各实习院校交流沟通,合理规划、共同

制定实习计划,保障实习教学质量。家庭方面,院校

及护生应积极与家长做好沟通,认识到实习导学的重

要性,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保障良好的学习氛围。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对实习导学较为认可,认
为实习导学可缓解对临床实习的紧张情绪与压力,增
强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然而,老师、学生、同
伴、网络、家庭、硬件设施等均影响了线上实习导学的

有效开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希望相关部门及管理

者能给予支持,保障实习导学的顺利进行。同时,院
校及医院仍应积极探索特殊时期的护生教育模式,培
养新时代的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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