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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应急抢救培训效果。方法
 

将58名神经外科N0、N1级护士随机分为两组各29人。对照组

进行常规培训,观察组在常规培训的基础上将疾病案例培训内容采取参与抢救后书写反思日记联合案例讨论法培训。持续培训

4个月后评价效果。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参加基础生命支持考核分别为26人、28人,观察组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P<0.01);参
与迷你临床演练评分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为21人、19人,身体评估、临床判断能力、咨询建议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效率、总体临

床能力5个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结论
 

反思日记联合案例法用于神经外科低年资护士培训较常规方法更能

有效提高其应急抢救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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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rescue
 

training
 

for
 

junior
 

nurses
 

working
 

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Methods

 

Totally,
 

58
 

N0
 

to
 

N1
 

nurses
 

working
 

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29
 

each.
Routine

 

training
 

were
 

appli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disease-oriented
 

case
 

study,
 

including
 

writing
 

reflective
 

diaries
 

after
 

every
 

emergency
 

rescue
 

and
 

participating
 

in
 

case
 

discussions,
 

were
 

applied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aining.
Both

 

groups
 

were
 

evaluated
 

after
 

4
 

months
 

of
 

continuous
 

training.Results
 

A
 

total
 

of
 

26
 

participa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28
 

participa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evaluated
 

with
 

the
 

basic
 

life
 

support
 

skill
 

tests,
 

with
 

th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hieving
 

bet-
ter

 

result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1).A
 

total
 

of
 

21
 

participan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19
 

participa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e
 

mini-clinical
 

evaluation
 

exercise
 

(mini-CEX),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ing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regarding
 

physical
 

assessment
 

of
 

patients,
 

clinical
 

judgment,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ability
 

and
 

wor-
king

 

efficiency,
 

and
 

overall
 

clnical
 

competency(P<0.01
 

for
 

all).Conclusion
 

Use
 

of
 

reflective
 

diary
 

writing
 

combined
 

with
 

case
 

case
 

study
 

as
 

a
 

training
 

mode
 

is
 

mo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emergency
 

rescue
 

ability
 

compared
 

to
 

the
 

routine
 

training
 

for
 

junior
 

nurses
 

working
 

i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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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外科患者大多病情危重,病情复杂,变化快。
年轻护士抢救经验少,临床经验欠缺,操作技能不熟

练,应变能力弱,存在较大安全隐患[1]。护理管理者

应重视培养和提高低年资护士的专业知识及护理技

能,采取灵活多样的规范化培训方式[2]。一直以来,
反思日记被较多地运用于护士/护生临床能力培训

中,且证明反思日记法对评判性思维有正性作用,能
提高护士/护生能力[3-6]。鉴此,本研究将反思日记与

案例讨论法相结合应用于本院神经外科 N0~N1级

护士培训中,效果较好,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神经外科4个病区,床位共150
张,护 士 98 人,其 中 N0~N1 级 护 士 58 人,占

59.18%;2017年抢救241例次,平均每1.5天有1例

抢救。于2017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选取本院神经外

科N0、N1级护士为培训对象。纳入标准:①第一学历

大专及以上,拥有注册护士执照;②工作年限≤3年;③
完成N0/N1级岗位培训并考核合格;④知情同意,自
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轮科或进修护士。纳入护

士58人,均为女性,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29人。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年龄

(岁,x±s)
学历(人)

本科 大专

层级(人)

N0 N1
对照组 29 24.41±1.88 14 15 15 14
观察组 29 24.44±1.82 17 12 18 11
统计量 t=-0.071 χ2=0.624 χ2=0.633

P 0.944 0.430 0.426

1.2 方法

1.2.1 培训方法

对照组按常规接受大科统一培训:每月于第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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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病区护士长(4名病区护士长轮流授课)讲授1个

病种的抢救理论知识,讲授时间为60~90
 

min,授课

完毕,布置该病种案例练习题,要求每2~3名护士自

行组成小组,利用业余时间查资料及练习,月末选取

2~3个小组情景演练并考核。考核老师为神经外科

教学组长,采用医院统一基础生命支持操作考核表考

核,90分为达标。如不达标由各病区护士长或组长

重新一对一培训,直至考核达标为止。观察组理论培

训同对照组,病种案例练习采取反思日记联合案例讨

论法进行,具体如下。
1.2.1.1 建立培训管理团队 培训管理团队由7人

组成,其中科护士长担任组长。成员包括病区护士长

4人(本科学历以上,主管护师;1人为教育专科护士,
1人为外科专科护士),重症专科护士(本科学历、护
师)2人。团队的职责为制定实施方案及方法,研究

期间每2周召开1次会议,讨论和解决研究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保证研究顺利进行。
1.2.1.2 制订抢救反思日记和案例讨论表 首先由

教育专科护士对全体培训管理团队成员进行培训,主
要内容为反思及反思日记的相关知识及应用方法。
培训管理团队成员根据Gibbs反思循环圈[7],神经外

科疾病及抢救常规,经充分讨论制订“抢救反思日记

和案例讨论表”。该表由四部分组成:①当班N0/N1
级护士基本信息,包括所在病区、姓名、层级、填表日

期。②其他参与抢救人员信息,包括护士姓名、层级,
医生姓名、职称。③反思日记,包括6个方面,具体为

事件描述流程时间表,抢救患者时的感受和想法,抢
救过程中做得好的/不好的,哪些方面是我可以做得

更好的,如果再出现此类抢救该怎么做。④讨论部

分,包括抢救小组讨论、病区护士长/治疗组长意见、
科室讨论意见、追踪效果评价。
1.2.1.3 实施反思日记联合案例讨论法培训 培训

老师为教育专科护士,培训内容包括反思日记相关内

容,“抢救反思日记和案例讨论表”书写方法。培训结

束后,各病区护士长组织观察组护士就最近一次参加

的抢救事件,使用“抢救反思日记和案例讨论表”每人

书写1份抢救反思日记。培训管理团队对反思日记

给予批改,然后反馈当事小组,小组成员根据反馈意

见修改反思日记,并在培训老师组织下,参与科室典

型、复杂案例讨论会。以后每抢救1例患者后均如此

进行反思日记联合案例讨论的培训法,持续时间为

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
1.2.2 评价方法 ①基础生命支持操作考核。该评

分表为我院护士应急抢救能力考核统一使用的评分

表,包括评估环境、判断意识、摆放体位、判断呼吸和

脉搏、呼救和启动EMSS、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道和

人工呼吸、检查评估、做出除颤决定、整体质量10项,
总分100分。2017年11月(干预前)、2018年4月

(干预后)对所有N0、N1级护士进行操作考核。监考

者为2名非本培训管理团队成员,其中重症专科护士

1人,神经外科教学组长1人,取两人平均分为最终

分数。②迷你临床演练(mini-CEX)评分[8-9]。2018
年2~3月由参与抢救的高年资责任护士使用 mini-
CEX量表对 N0、N1级护士在抢救患者中的表现进

行考核。具体为患者抢救毕,N0、N1级护士填写

mini-CEX量表,高年资护士根据量表对N0、N1级护

士在抢救前患者发生病情变化到抢救结束整个过程

中的面谈技巧、身体评估、人文关怀/专业素养、临床

判断能力、咨询建议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效率、总体

临床能力进行评分以及书写评语反馈给N0、N1级护

士,高年资护士与 N0、N1级护士均需确认签名。每

项9分制评分,1~3分为未符合要求,4~6分为达到

要求,7~9分为优秀。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行t检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完成研究情况及基础生命支持操作考核成

绩比较 观察组因辞职、转科等原因退出3人,共26
人完成全程研究;对照组因转科退出1人,最终完成

研究28人。两组基础生命支持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基础生命支持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28 85.99±4.40 87.05±3.43
观察组 26 86.13±3.76 92.18±2.95

t 0.130 5.879
P 0.897 0.000

2.2 两组mini-CEX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
 

mini-CEX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面谈技巧 身体评估 人文关怀/专业素养 临床判断 咨询建议沟通 组织能力和效率 总体能力

对照组 19 5.91±0.83 4.72±0.79 7.45±0.82 5.27±0.90 5.18±0.75 5.27±0.79 5.18±0.75
观察组 21 6.70±0.95 7.20±0.79 7.40±0.52 7.50±0.53 7.20±0.63 7.10±0.74 7.30±0.67

t 2.037 7.187 -0.180 6.799 6.625 5.476 6.772
P 0.056 0.000 0.859 0.001 0.001 0.000 0.000

  注:mini-CEX考核期间对照组19人、观察组21人参与抢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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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抢救能力方面 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探究性思维

活动,是对个人经验不断进行内在检视和探讨,找出

其中的问题,反思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下来,而反思日

记提供了对资料进行整合和整理的空间。在此过程

中学习者可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并不断校正,同时反

思日记展示了学习者丰富、有层次、极具个性特征的

世界,为教师真实把握学习者的内心世界起到了很好

的提示作用[10]。本研究中N0、N1级护士书写抢救反

思日记,使她们回忆整个抢救的过程,记录个人在抢

救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思考抢救中做得不

到位的方面,以及思考应当如何改进。而高年资护士

在批阅反思日记时可发现N0、N1级护士思考与处置

中存在的问题。在抢救小组讨论中高年资护士提出

问题,小组成员探讨出最佳解决方案,弥补了N0、N1
级护士专科知识与临床经验的不足。抢救过程是医

护紧密配合的过程,本研究对于反思日记联合案例法

的运用不仅限于高年资责任护士与低年资责任护士,
对于疑难、复杂病例,科护士长组织科室讨论,所有观

察组护士与参与抢救的医生共同讨论抢救中医护配

合中存在的问题,吸取经验,总结教训,从而进一步提

高各层级护士的抢救能力。
3.2 评估、判断能力方面 Bussard[11]提出,反思日

记可有效提高护士专业能力和对疾病的评估和判断

能力,与本研究结果相同。N0、N1级护士由于经验与

临床知识的不足,抢救患者中往往在身体评估以及临

床判断方便表现出劣势,在反思日记与案例讨论中,
存在与提出较多的是低年资护士在观察病情以及判

断病情方面的问题,因而在反思日记中 N0、N1级护

士可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讨论中高年

资护士可有针对性培训N0、N1级护士对病情的评估

与临床判断能力。
3.3 咨询建议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效率方面 汪

健[12]研究结果显示,书写反思日记有助于提升实习护

生的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与解决问题能力。本研

究中每次抢救小组内讨论与科室内讨论,观察组都需

要阐述事件经过,提出在抢救过程中做的好的方面和

存在的问题,回答他人提出的疑问,一定程度上锻炼

了观察组护士的沟通表达能力。在大科讨论阶段,通
过与医生讨论,低年资护士能进一步了解医生的思维

模式与处理方式,从而有利于护士在工作中提出合理

建议,促进医护有效沟通。

4 小结

本研究表明,反思日记联合案例法有利于提高神

经外科低年资护士应急抢救综合能力。本研究的创

新点在于反思日记联合案例法形成规范流程以及医

护协作、共同进步。护理管理者通过要求抢救经验欠

缺的低年资护士个人书写抢救反思日记,使低年资护

士思考与正视不足,依靠群体的力量,充分发挥高年

资护士与科室医生的作用,提高低年资护士抢救能

力。本研究的局限性:mini-CEX评分较抽象,主观性

较强,每个高年资护士的理解可能不全相同,我们将

加大样本量以及寻求更客观、易操作的评价护士抢救

应急能力的工具,进一步完善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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