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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亚专科教学模式用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临床护理教学效果。方法
 

将38名实习护生按时间段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19名。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护理教学;观察组采用亚专科模式教学,即实习护生于耳科、鼻科、咽喉科依次实习2周,完成

6周实习出科时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观察组专科理论操作成绩、综合素质评分、教学体验(教学素质和教学方法)显著优于对照

组(均P<0.05)。结论
 

亚专科教学模式可有效提高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实习护生临床教学效果,同时改善护生实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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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ub-specialty
 

teaching
 

in
 

nursing
 

internship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Methods
 

Thirty-eight
 

nursing
 

interns
 

were
 

chronologic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19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teach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6-week
 

sub-specialty
 

teaching
 

which
 

nursing
 

interns
 

practiced
 

in
 

the
 

departments
 

of
 

otology,
 

rhinology,
 

and
 

laryngology
 

respectively,
 

with
 

two
 

weeks
 

in
 

each
 

department.
 

Effects
 

were
 

evaluated
 

immediately
 

after
 

six
 

weeks
 

teaching.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aca-
demic

 

and
 

practical
 

performanc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internship
 

experience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methods)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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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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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internship
 

in
 

the
 

de-
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and
 

also
 

enhance
 

nursing
 

interns'internship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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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中国建设布局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正

在稳步推进,根据医学分科的专业化,护理行业也进

入了亚专科时代[1]。亚专科护理既是临床护理实践

的发展趋势,也是护理实践发展进步的重要战略和方

向[2-3]。鉴于护理亚专科分类的概念,衍生出的护理

亚专科教学,能够更系统、精细、深入地指导护理专业

实习生(简称护生)获得专业护士所必须具备的专业

技能、态度和行为[4]。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临床重点

专科之一,病种多,专科化程度高,常规临床教学常有

授课内容宽泛,专科特色不突出等问题[5]。为了改进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本项目组自2020年起对常

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依托本科室疾病诊疗的亚专科

分组,建立耳科、鼻科、咽喉科3个护理教学亚专科,
获得预期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11月在本

院耳鼻咽喉科病区临床实习的护生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护理专科或本科护生;②本次为毕业实

习,在本科室实习时间>6周;③对本研究知情,自

愿加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实习期间因

故请假≥1周。剔除标准:①实习期间迟到、早退≥
5次,旷工≥2次;②未完成本科室全程实习。本项

目共纳入护生38人,按时间段分组:将2021年9月

至2022年3月的19人分为对照组,2022年4~11
月的19人分为观察组。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

1。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护生实习时间相同。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

模式:科室总带教老师制定教学计划,根据科室每周

排班安排N2及以上护理层级的带教老师进行床边

带教及操作演示,操作演示5个学时,内容包括剪鼻

毛、鼻腔冲洗、耳部手术备皮、外耳道冲洗滴药、气管

切开护理。科室总带教老师每周组织模型授课和多

媒体授课,线下模型授课3个学时,培训内容包括耳、
鼻、咽喉的解剖及生理。线下多媒体授课7个学时,
培训内容包括专科急症护理:急性会厌炎、食道异物、
鼻出血、鼻骨骨折、脑脊液鼻漏;重症护理:甲状腺及

甲状腺肿瘤、喉癌。线上多媒体授课8个学时,培训

包括急、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急慢性鼻窦炎、分泌性中

耳炎、耳硬化症、声带息肉、鼻息肉的围手术期护理及

美尼埃病、传导性耳聋的护理。护生结束本科室实习

出科前,由科室总带教老师进行理论、操作考核。观

察组采用亚专科模式教学,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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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学历(人)

本科 专科

已实习科室时间(周,x±s)
内科 外科

对照组 19 2 17 21.74±0.93 13 6 8.00±2.31 4.36±1.06
观察组 19 2 17 21.47±1.73 12 7 7.37±2.75 3.97±0.93
统计量 - t=0.599 - t=0.766 t=1.206

P 1.000 0.553 1.000 0.449 0.236

1.2.1.1 亚专科带教老师选拔 建立耳科、鼻科、咽
喉科3个护理教学亚专科,在科室选拔护理亚专科带

教老师。带教老师选拔条件:护理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时间>5年,N2层级及

以上的床边带教老师。通过科室专科护理知识测评

(满分为100分,85分为合格),测评合格者由科室全

体护士进行无记名投票,选拔得票最高的前3位护士

作为亚专科带教候选人。3位亚专科带教候选人向护

士长提交亚专科择科意向,由护士长根据个人业务专

长与科室亚专科诊疗组长商议,在征得3位候选人的

同意后最终确定其护理亚专科带教方向。本科室最

终选拔出的耳科组护理带教为N2层级护士,工作年

限12年;鼻科组护理带教为N3层级护士,工作年限

10年;咽喉组护理带教为N3层级护士,工作年限12
年。
1.2.1.2 教学计划的制定 亚专科实习护士教学计

划由科室总带教将常规教学计划根据亚专科分解给3
位亚专科带教老师,由亚专科带教老师制定本亚专科

教学计划,见表2。培训内容涵盖解剖及生理、专科急

症、重症护理以及围手术期护理、专科技术操作。实

习护士在亚专科组内轮转时,围绕该亚专科教学计划

进行系统授课。
1.2.1.3 亚专科教学的实施 护士长根据科室亚专

科诊疗组床位分组情况,将护理亚专科带教老师排班

入相对应责任组。护生入科后,由科室总带教老师随

机将护生排班轮入亚专科责任组,每个亚专科轮转2
周,固定由亚专科带教老师进行带教。如入科时护生

超过3名,护生通过数字抽签法分入亚专科组。护士

长根据亚专科教学计划,每周排出4个学时的教学时

间,由亚专科带教老师进行授课,授课方式包括模型

授课、多媒体授课、操作演示。护生完成3个亚专科

的轮转,结束本科室实习,出科时由科室总带教老师

进行理论、操作考核。
1.2.2 评价方法 ①考核成绩。分为理论考核、操
作技能考核。理论考核在护生出科时采用闭卷形式

统一考核:题型包括单选题(40分)、多选题(40分)、
判断题(20分),满分100分。操作技能考核包括:
基础操作考核和专科操作考核;基础操作考核项目

为静脉输液(40分),专科操作考核项目为气管切开

吸痰(60分)。操 作 技 术 评 分 包 括 操 作 前 评 估(5
分)、操作准备(5分)、操作过程(70分)、操作后(5
分)、质量控制(5分)、理论提问(10分),满分为100

分。②护生综合素质评定。由耳鼻喉3位亚专科带

教老师分别对护生的工作主动性、应急反应能力、协
作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进行评价,每项满分5分,4
项总分视为护生综合素质评定成绩,得分范围4~
20分。③护生教学体验评估。采用自制教学体验

问卷,内容包括教学素质(学科新进展、理论知识2
个条目)、教学方法(讲授知识准确清晰、教学有吸引

力、带教形式新颖3个条目)、教学态度(认真对待提

问、关心同学2个条目)3个方面共7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法,1分表示不满意,2分表示不太满

意,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比较满意,5分表示满

意,得分范围7~35分。由护生进行评价,得分越高

教学体验越好即满意度越高。
表2 亚专科实习护士授课计划

亚专科 培训课程     
耳科 耳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分泌性中耳炎患者的护理

急、慢性化脓性中耳炎患者的护理

耳硬化症患者的护理

美尼埃病患者的护理

传导性耳聋患者的护理

外耳道冲洗法、滴药法☆

耳部手术备皮法☆

鼻科 鼻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急慢性鼻窦炎患者的护理

鼻息肉患者的护理

鼻出血患者的护理

鼻骨骨折患者的护理

脑脊液鼻漏患者的护理

鼻腔冲洗法☆

剪鼻毛法☆

咽喉颈科 咽、喉、颈部的应用解剖及生理△

急性会厌炎患者的护理

声带息肉患者的护理

喉癌患者的护理

食道异物患者的护理

甲状腺及甲状腺肿瘤患者的护理

气管切开患者的护理☆

  注:所有项目授课时长均为1学时;△ 为模型授课,☆ 演示

实操;其余为多媒体授课。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Fisher确切概率

法。检验水准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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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理论、操作成绩及综合素质得分比较 见

表3。
表3 两组理论、操作成绩及综合素质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综合素质

对照组 19 73.63±9.8888.61±2.9415.04±2.05
观察组 19 81.71±6.4392.53±2.2118.29±1.22

t -2.987 -4.647 -5.410
P <0.001 0.005 <0.001

2.2 两组护生教学体验评分比较 见表4。
表4 两组护生教学体验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教学素质 教学方法 教学态度

对照组 19 8.00±1.15 11.26±1.28 9.58±0.69
观察组 19 9.63±0.60 14.58±0.77 9.68±0.75

t -5.471 -9.657 -0.450
P <0.001 <0.001 0.656

3 讨论

3.1 亚专科教学模式可提高护生专科理论和操作成

绩 随着优质护理服务的内涵不断深化,亚专科护理

已成为临床护理实践的重要形式。护理是一门实践

性较强的学科,为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培养实习护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其成为专

业的护理人才,对实习护生的专科培训十分重要[6]。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的护理实习生带教相比,亚
专科教学可以提升护生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均
P<0.05),这与相关研究结果[7-8]一致。常规临床带

教模下,护生所获取的专业知识内容涵盖面广,缺乏

针对性,不符合精准医学发展理念,无法满足亚专科

发展需求。本研究采取亚专科教学较好地解决了上

述问题,通过将专科知识体系化、规范化、精细化调整

后,由亚专科老师带教,凸显了亚专科知积的系统性,
因而有效提升了护生在本专科领域的理论知识水平

和操作技能。
3.2 亚专科教学模式可提高护理实习生的综合素质

及教学体验 本研究结果显示,亚专科教学能够提升

护生的综合素质(均 P<0.05),这与相关研究结

果[9-10]相似。临床护理教学是提高护士综合素质、培
养合格护理人才的重要途径[11],临床护理教学水平一

定程度决定了临床护理教学质量[12]。传统的临床护

理教学主要以单一的理论和操作带教为主,缺少创新

思维和综合能力培养。而亚专科教学的带教模式有

助于护生与带教老师互动交流,激发护生自主学习兴

趣,提升护生学习成效,提高护生自主学习能力;同时

亚专科带教老师在本专科有较高的造旨,达到或基本

达到护理专家水准,这也为护生树立了努力学好专业

增长为患者服务能力的榜样,亦是能激发护生全面锻

炼自己、获得较好综合素质的动因,因此观察组护生

对本组教学素质和方法的评价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说明亚专科教学模式有利于护生全面发

展。在教学体验方面,两组评价均较高,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说明本科室的带教老师教学态

度好,服务理念较强,关心护生,能认真对待提问等,
值得肯定。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亚专科临床教学可提高护生实

习理论与操用考核成绩,提高护生的综合素质及优化

其教学体验。同时有利于护理管理者以培养亚专科

带教护士为抓手,进一步提升专科护理质量,深化专

科内涵;在促进亚专科护理发展的同时,也可逐步建

全本科室的护理教学人才梯队,保障临床教学质量的

持续提升。本次亚专科护理教学改革中,因疫情的影

响,实习护生较少,导致样本量相对不足;各亚专科轮

转时间较短,如何更科学有效地制定护生轮转计划和

亚专科带教老师的岗位胜任力评价标准,需要进一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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