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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的实践与效果。方法
 

对59名发热门诊支援护士进行培训,以柯氏模型作为评价工具,通

过培训满意度调查、理论及操作考核成绩、医务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从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

及结果层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结果
 

支援护士总体满意率96.61%;培训后理论及操作考试成绩,传染病突发事件预防能力、准

备能力、救援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培训前(均P<0.05);半结构式访谈提炼出4个主题:综合能力得到提升、培训规范化、心理感受、

培训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开展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有助于提高其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传染病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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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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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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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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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s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rate
 

of
 

support
 

nurses
 

was
 

96.61%;
 

the
 

scores
 

of
 

written
 

and
 

skill
 

exam
 

results,
 

infectious
 

disease
 

e-
mergency

 

prevention
 

ability,
 

preparation
 

ability
 

and
 

rescue
 

ability
 

after
 

train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aining
 

(all
 

P <0.05).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extracted
 

four
 

themes:comprehensive
 

ability
 

was
 

improved;
 

training
 

was
 

standardize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training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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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热门诊是各医疗机构诊治急性传染病的前沿

场所,主要筛查发热患者,是医院传染病控制的主要

单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对疫情控制起到关键性作用[1-2]。如何快速分流患

者,保证发热门诊就诊秩序,做好消毒隔离及自我防

护,避免交叉感染,实现发热门诊工作有序、安全运

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是发热门诊护理管

理中的核心内容[3-4]。目前医院发热门诊普遍规模扩

大,需要的护理人员增多,原发热门诊人员已无法满

足患者就诊及疫情防控人力需求,大部分医院采取各

科室人员轮转到发热门诊支援的形式。如何针对支

援护士培训并达到良好的培训效果,提高其应对传染

病突发事件的能力,让其克服恐惧及焦虑心理,在全

新的环境下适应并完成全新的岗位工作,并确保其安

全,是发热门诊护理管理者的重要工作[5]。柯氏模

型[6]又称柯氏四级评估模式,主要依据行为学理论,
由表及里,由观念到行为直至结果的改变划分4个层

级,从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结果层4个层级全面

评价培训过程。在培训效果评估领域已广泛应用于

教育及企业的各种培训中,近年来逐渐被引入医疗护

理领域[7-9]。本研究以柯氏模型为评价工具,对发热

门诊支援护士的培训效果进行追踪评价,以便对培训

过程起到科学管理的作用,提升培训效果。现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1年7~12月,以在我院发热门诊支

援并参加过培训完成考核的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首次在发热门诊支援;②发热门诊支援时

间大于1周;③思维清晰,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排除标准:不愿意参加此次研究的护理人员。剔除标

准:研究过程中,因某种原因退出发热门诊工作或要

求退出本研究的护理人员;未完成所有培训及考核项

目的护理人员。最终纳入59名支援护士作为研究对

象,无脱落人员。

1.2 培训方法

1.2.1 完善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方案 在疫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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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培训考核小组及护理部构建并实施的发热门诊支

援护士培训课程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培训方案。培

训内容见表1,并随着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及预防

控制相关指南的改进及时更新培训内容。
表1 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方案

项 目 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及学时

现场讲授+演示 网络线上培训

新冠肺炎相关知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8版、《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

指南》第2版,具体如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表现、诊断标准、治疗与护理要点、健康

教育等

1 1

法律法规与应急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安全

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本院制订的《医务人员

中暑后应急预案》及《职业暴露后应急预案》

0 1

防护与消毒隔离 分级防护标准,标准预防,清洁与消毒(空气、环境、物表、地面、医疗器械、织物、医疗

废物、患者污染物),终末消毒,尸体料理

1 2

制度流程 发热门诊环境设置及管理制度,预检分诊流程,发热门诊登记流程及注意事项,标本

采集与送检登记流程及注意事项,发热门诊各班职责,患者院内转运流程,急救车的

使用与管理制度及各种信息上报流程,护理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1 1

心理护理与沟通能力 心理平衡知识,自我调适及心理减压方法,语言与非语言沟通培训 0 1
操作技能培训 穿脱防护用品(手卫生、戴口罩、穿脱防护服/隔离衣、穿脱正压防护头罩),核酸检测

咽拭子标本采集,除颤仪应用,心肺复苏,经鼻高流量氧疗,密闭式吸痰,无创及有创

机械通气护理

1 3

1.2.2 成立培训与考核小组 培训与考核小组由

分管发热门诊护理部主任、片区总护士长、感染科科

护士长、分管发热门诊护士长、发热门诊专职培训老

师、发热门诊感控督导护士各1名,院内护理专家6
人组成。护理部主任、片区总护士长、感染科科护士

长及发热门诊护士长负责培训方案制订,并对培训

进行督导。专职培训老师及感控督导护士均来自感

染科,由具有危重症急救经验、教学经历及院感质控

经验的主管护师担任,主要负责支援护士的操作技

能培训及评价考核工作。院内护理专家为感染科、
院感科及急诊科主管护师及以上人员,主要负责理

论知识的培训。
1.2.3 实施培训方案 分组分批管理支援护士,实
现发热门诊支援护士点对点培训。培训在上岗前1
周开始,根据疫情及防控特点,前期采取网络线上培

训,通过“317护”平台上传培训课件、授课视频,为
保证线上学习效果,课程视频均不能快进、不能倍速

播放,学习后均有随堂测试,用来检测支援护士学习

情况。并建立微信群,将所有培训资料整理成文档、
PPT、视频、图片等形式上传,进行群内交流、学习及

答疑。上岗前1
 

d,以工作坊[10]的形式进行教学,每
批5~8人,进行相关理论知识授课及操作(穿脱正

压防护头罩、经鼻高流量氧疗)演示,再对病区环境、
工作流程进行现场观摩或监控视频回放工作流程,
并对防护技能及咽拭子标本采集技能进行演练培训

及现场指导,2人为一组,互相配合、检查监督,采用

两两互训的模式进行演练强化。工作坊培训结束后

对其进行理论及操作技能考核,理论及操作成绩记

入培训档案,合格后方可进入发热门诊工作。上岗

后,实行“同伴支持”方式,并进行培训再强化,2人

一组,同进同出,相互检查,随时纠正行为偏差,感控

督导护士及时记录职业暴露情况,感控督导护士、培
训老师及护士长通过实时观察、自我及同伴反馈、工
作档案、监控视频等动态反馈前期培训存在的问题,
实时进行指导及再培训,并对其临床实践能力进行

考核。
1.3 培训效果评价方法

1.3.1 反应层评价 借助满意度调查问卷来评估

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对于培训项目的满意度。由研究

者查阅相关文献并咨询5名专家设计,第一部分主

要包括教学方法、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效果及

培训总体满意度5项内容,采用Likert
 

5级计分,发
放问卷208份,测得问卷的内容效度为0.815,Cron-
bach's

 

α为0.902。第二部分为填空题,用于收集发

热门诊支援护士对于本次培训的建议,进一步反映

其对本次培训的满意情况。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填

写。
1.3.2 学习层评价 通过考试来评估发热门诊支

援护士对所培训知识及技能的掌握程度。理论考核

试卷由本研究团队负责命题,试题综合培训内容及

目的而定,并经护理部及院内护理专家修改而成,总
分100分,培训前后采用同一份试卷,扫描二维码进

行考核。操作考核依据本院制订的操作评分标准进

行,对防护技能及咽拭子标本采集操作技能进行考

核,总分100分,为2项操作的平均分,由发热门诊

专职培训老师及感控督导护士同时进行监考。临床

实践能力通过操作技能直接观察法(Direct
 

Observa-
tion

 

of
 

Procedural
 

Skills,DOPS)[11]在上岗后进行临

床考核,感控督导护士、培训老师及护士长通过监控

视频实时观看、回放来观察考核其临床实践能力。
1.3.3 行为层评价 参考阚庭等[12]构建的医护人

员传染病突发事件核心应急能力指标体系,选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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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适用于新冠肺炎的35个条目(三级指标)设
置问卷,用来评价培训前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将自

身掌握的知识及技能在实践中的应用状况。课题组

前期在208名护士中进行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

数为0.90。问卷运用Likert
 

5级计分,从1分“完全

不了解”到5分“非常熟悉”,总分越高则表明应对能

力相对更强。分别在培训前后当场进行问卷星的填

写。同时,提及此阶段护理人员工作情况。
1.3.4 结果层评价 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通过深

度访谈了解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后相应能力的变

化及能给科室创造的效益。由于处在疫情特殊时期,
取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在合适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

下,采用微信视频的方式对其进行一对一访谈,并对

访谈经过全程录音,每次访谈30~60
 

min,以录音及

笔录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第一手研究资料,将访谈资料

按编号进行整理并备份。发热门诊支援护士访谈提

纲:①您觉得在发热门诊工作是否需要接受培训?
 

②
通过培训,对您胜任发热门诊工作是否有帮助? 如果

有,请具体说明。③培训及支援工作结束后,传染病

突发事件预防能力、准备能力、救援能力是否发生了

变化? 请您具体谈谈有无其他能力的改变? ④您对

后续的培训有何建议? 发热门诊培训老师及护士长

访谈提纲:①您觉得培训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的传染

病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是否发生了改变? 如果有,请
具体说明。②培训后,支援护士在发热门诊工作是否

运用到了所学的知识和操作技能? 如果有,具体表现

是什么? ③培训及支援工作结束后,发热门诊支援护

士的传染病突发事件预防能力、准备能力、救援能力

等是否发生了变化? 有无其他能力的改变? ④您认

为培训还有哪些地方可优化? 研究者采用目的抽样

法,在已确定的59名研究对象中,根据发热门诊支援

护士的性别、年龄段、婚姻情况、学历、职称层次、科
室、工作年限选取有代表性的访谈对象,来获得最佳

的访谈结果。支援护士样本量遵循资料饱和原则,以
受访者的资料重复出现并且无新的主题出现为标

准[13]。最终共纳入6名支援护士、1名发热门诊培训

老师、1名发热门诊护士长。访谈后,24
 

h内将相关录

音内容转化成文字,将笔录内容穿插进录音文本中,
两人核对录音及转录文本,以保证转录文本的准确

性,应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14]分析资料,提炼出主

题。
1.4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统计描述及t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来自于儿科、手
术室、感染科、骨科、眼科等15个科室,女55人,男4
人;年龄22~48岁,平均31.0岁;未婚28人,已婚31
人;大专1人,本科57人,硕士1人;护士18人,护师

25人,主管护师15人,副主任护师1人;参加过其他

传染病突发事件12人,参加过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2人。访谈的6名支援护士均为本科学历,平均年

龄30岁,平均工作年限7.3年;3人已婚、3人未婚;护
士、护师、主管护师各2名。
2.2 反应层评价结果 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对培训项

目满意度评价,见表2。
表2 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对培训项目满意度评价(n=59)

人(%)

项目 一般 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教学方法 2(3.39) 7(11.86)18(30.51)32(54.24)
培训内容 2(3.39) 7(11.86)20(33.90)30(50.85)
培训形式 2(3.39) 5(8.47) 22(37.29)30(50.85)
培训效果 2(3.39) 5(8.47) 22(37.29)30(50.85)
培训总体满意度 2(3.39) 5(8.47) 21(35.59)31(52.54)

  注:不满意均为0人。

2.3 学习层评价结果 培训前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

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见表3。
表3 培训前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理论和

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培训前 59 80.23±6.92 84.23±3.22
培训后 59 91.34±4.53 92.31±1.55

t -10.318 -17.367
P <0.001 <0.001

2.4 行为层评价结果 培训前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

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评价得分比较,见表4。
表4 培训前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

能力评价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预防能力 准备能力 救援能力

培训前 59 10.63±2.48 16.31±1.86 95.64±21.26
培训后 59 12.73±1.87 20.07±3.27 115.93±14.73
t -7.436 -7.254 -9.335
P <0.001 <0.001 <0.001

2.5 结果层评价结果 访谈资料经过分析后,提炼

出4个主题:①综合能力得到提升(传染病突发事件

应对能力提升,人际沟通能力提升,临床实践能力提

升);②培训规范化;③心理感受(焦虑,适应与信心);
④培训需进一步优化(培训时间不充足,培训内容需

进一步完善)。2021年7~12月,发热门诊共筛查患

者5
 

503例,核酸检测咽拭子标本采集共计8
 

200例

次,医务人员均无感染事件发生。
3 讨论

3.1 培训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理论、操作技能、传
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得分提高 反应层的评估主

要是通过了解参加培训的护士对培训项目的满意情

况和对培训的意见,来评估培训的效果,并不能作为

此次培训的主要考察指标,但可以为培训项目的完

善及改进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由表2可知,59名

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对此次培训均表示满意。学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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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主要是通过了解参加培训的护士对知识和技

能的掌握程度,从而客观判断培训取得的效果以及

质量[15]。表3显示,培训后支援护士理论与操作成

绩显著高于培训前,说明培训的有效性。行为层采

用医务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问卷对发热门

诊支援护士传染病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进行评估,表4
显示,培训后护理人员传染病突发事件预防能力、准
备能力、救援能力较培训前显著提升(均P<0.05),
提示进行传染病防控效果培训对支援护士传染病突

发事件应对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结果层访谈结果

也显示,规范化培训可以使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学习

到丰富的传染病相关专业知识,操作技能明显提高,
综合能力也得到了较好的提升,具备了自我应对及

减压的能力,这有利于护士在发热门诊工作中为患

者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体会到自我的成长,在面

对传染病突发事件时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对发热

门诊支援护士全方位的培训也有效扩充了传染病应

急护士资源库。
3.2 提升发热门诊支援护士培训效果评价的对策

 当前,全国各地医院均相继开展了新冠肺炎防治

知识的培训[16-18],但大多数培训采用的是静态能力

的构成和评价,缺乏全方位、有效的评价手段。本

研究借助于柯氏模型所构建的四级指标对发热门

诊支援护士进行培训效果的实证分析,并贯穿于整

个培训中,得出针对发热门诊支援护士采取的培训

方案是科学有效的,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通过该模

型的应用,找到了培训弱点,为持续改进培训项目

提供了可靠依据,对医疗卫生领域组织临床培训效

果评价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由此对下一步

培训提出建议:①重视培训效果评价;②全面了解

培训效果,完善培训效果评价体系;③持续优化培

训方案,强化培训实施管理,提升培训效果。
4 小结

本研究将柯氏模型应用于发热门诊支援护士的

培训效果评估之中,通过多层级的效果评估,找到培

训不足,为进一步完善培训内容、制订优化改进措施

提供了参考。本研究对象来源相对单一,有待于扩大

抽样范围并延长观察时间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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