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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临床药师参与的微信版每周一课对骨科护士用药知识和态度的干预效果,探索适合临床护士的新型临床教学模

式。方法
 

将96名骨科护士分为对照组(n=48)和观察组(n=48)。对照组按照传统教学方式,进行骨科常用药物的教学培训;观

察组按照临床药师参与的微信版每周一课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培训。培训结束后分别考核两组护士的理论知识、综合技能成绩,用
药态度及对各自教学方法的反馈评估。结果

 

观察组护士的理论知识、综合技能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用药态度中2个条目及对

教学模式的评价中4个维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的微信版每周一课能够激发护士学习兴

趣,提高护士用药知识,改善其用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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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药安全是患者安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

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18年度安全报告显示,在
引发 用 药 错 误 的 因 素 中,医 护 人 员 知 识 缺 乏 占

24.18%、医护人员培训不足占12.49%[1],因此加强

医务人员用药安全知识的培训和继续教育至关重要。
传统的培训模式受制于时间、地点、形式、内容覆盖等

诸多因素影响,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微信的出现,
为培训学习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应用空间,近年来,基
于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的移动学习更是受到了多学

科教育学者的关注[2-7],但少有临床药师参与护士药

品知识培训。2018年1~10月,我科综合利用微信

平台,结合临床药师参与指导,构建内容、形式丰富的

微信版每周一课教学平台,对护士进行药物知识的培

训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

法,抽取骨科5个病区96名护士,均为女性;N0级9
名,N1级26名,N2级38名,N3级19名,N4级4
名;大专32名,本科53名,硕士11名;护士15名,护
师36名,主管护师43名,副主任护师2名。每个层

级中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8名护士,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
1.2 授课方法

对照组和观察组均参照2010年出版的八年制

《药理学》(第2版)(杨世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教

材,按照对住院医师的培养要求制订教学大纲,对骨

科常见药物的药理知识、适应证、禁忌证、用药方法及

药品不良反应进行授课。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即课上教师面

授,课下学生自学。共72个学时,每周上课1次,共
36周。每次课连续2个学时:回顾性提问上周学习

内容、解答学生疑难问题1个学时,讲解本节课药物

知识1个学时。授课老师为高年资护士长3名,均为

主任护师,取得教师资格证,在药品知识、综合技能测

试中成绩优异,临床经验丰富。

1.2.2 观察组

1.2.2.1 成立骨科护士继续教育微信群项目小组 
项目小组由1名骨科护理学科负责人(主任护师,骨
科总护士长)、1名病区护士长(项目负责人)、1名临

床药师、1名质控护士、6名药品护士责任组长组成。
骨科护理学科负责人负责微信群的规划,解决推进工

作中的难题,督促整体工作运行进度。项目负责人负

责制定36周视频录制计划进度表,设置录制内容框

架结构,审核录制视频内容,线上解答护士对药品知

识点的疑惑。临床药师负责整理、线上推送药品不良

事件的典型案例,经典案例剖析等资料,解答护士对

药品知识点的疑惑,对错题进行解析。质控护士负责

实验后调查问卷的发放,督导全体观察组护士完成学

习、测试,解析错题、疑惑点。6名药品护士责任组长

负责组织、讨论录制内容,指导、审核每名护士完成药

品视频录制工作。

1.2.2.2 微信群的运行 ①在骨科医生的协助

下,选取骨科常用药物,按照药理作用分为6类:
抗生素类、消炎镇痛类、消肿类、抗凝类、营养神经

类、胃黏膜保护类,梳理出36种药品。按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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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6名护理责任组长,下设7名组员,全员参与

微信视频录制工作。每种药物由责任组长指导、
查阅药品说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及药

物的用药指南和专家共识。按照项目负责人设置

的录制内容框架结构梳理药品的药理作用、适应

证、禁忌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配伍禁忌、注意

事项,组织讨论。组员完成录制药品视频工作,时
间控制在8~10

 

min,责任组长审核后上交作品。
项目负责人及临床药师审核视频内容,审核合格

后在微信群推送。②临床药师针对每期视频的学

习重点和难点,在线提出针对性学习方法和记忆

小技巧,帮助护士学习记忆。临床药师针对每期

学习药物,利用其汇集全院“药品不良事件”和“典
型投诉案例”的资源优势,整理该药品不良事件的

典型案例、经典案例剖析等资料,利用文档、图片、
视频、PPT等形式上传至微信群,供临床护士学习

药品不良反应、配伍禁忌、投诉案例解析及改进措

施等。尤其通过对典型投诉案例的解析与学习,
提高临床护士的学习自觉性和责任感。③按照计

划进度每周一推送微信版每周一课,按照药物药

理作用、适应证、禁忌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配
伍禁忌、注意事项进行线上授课。全体观察组护

士利用自己“碎片化”时间进行线上学习。各成员

积极讨论,线上发表自己对该药物的知识理解,相
关最新文献报道、疑惑点等;线上交流自己对该药

物的学习“小贴士”、用药体会;利用文字、图片形

式上传自己在用药过程中所遇到的典型药物作用

表现、药物不良反应、配药禁忌及其表现等情况。
护士所提疑惑点由项目小组负责人、临床药师进

行讨论、答疑。药品护士责任组长对所负责内容

进行记录、整理。④质控护士每周五对药物的理

论、综合技能知识、疑难点、重点进行微信线上考

核。观察组护士线上扫码答题。下周一质控护士

对护士答题人数、错题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如出

现护士没有答题或者答题不全,质控护士在微信

群提醒、督促其在指定时间节点完成答题。临床

药师在微信群对错题进行线上讲解、分析,直至观

察组护士完全掌握。⑤全部课程结束后,项目负

责人整理组长上交的各章节学习内容及讨论、答
疑内容,汇总成册、线上推送,以便回顾性浏览学

习。相关内容装订纸质版材料进行保存。
1.3 评价方法 ①两组护士在学习结束后,由3名

授课老师,以《药理学》教材为基础出题,利用“护世

界”平台以试卷形式进行理论考核和综合技能考核。
考核成绩使用百分制,得分越高表明护士对所学知

识掌握情况越好[8]。②两组护士在学习结束后均发

放骨科护理人员用药态度调查问卷,对两组护士的

用药态度进行调查。问卷由项目组参照国内外相关

文献及指南自行设计,共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

同意5个等级,分别计1~5分,其中第6个条目为

反向计分。总分最低8分,最高40分,分值越高表

明日常工作中护士对骨科常用药物的用药态度越积

极。③学习结束后,采用汤素琼等[9]的教学模式问

卷对教学模式进行评价,分为医学知识、学习兴趣、
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分析能力、师生互动、学习负担

7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值0~3分,分值越高表明教

学模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士理论知识、综合技能考试成绩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护士理论知识、综合技能考试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综合技能

对照组 48 78.77±3.05 78.65±2.92
观察组 48 89.81±2.78 89.94±2.74

t 18.521 19.534
P 0.001

 

0.000
 

2.2 两组护士用药态度得分比较 见表2。
2.3 两组护士对各自教学模式评价得分比较 见表

3。

表2 两组护士用药态度得分比较 分,x±s
条 目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掌握临床常用药品知识非常重要 4.18±0.72 4.09±0.83 0.567 0.572
掌握临床常用药品知识是护理工作重要内容 3.73±0.80 4.07±0.67 2.257 0.026
护士应积极学习药品相关知识 4.15±0.69 4.18±0.72 0.208 0.835
我愿意主动学习并掌握药品相关知识 3.85±0.89 4.13±0.76 1.658 0.101
我认为掌握药品知识在预防和减少临床用药不良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3.92±0.85 4.16±0.77 1.450 0.150
我认为学习常用药品知识增加护士工作任务 3.84±1.09 4.06±0.82 1.117 0.267
我认为临床不良事件发生和用药知识掌握有关系 3.84±1.15 4.15±0.70 1.595 0.114
我愿意积极参与科室对药物知识的培训 3.75±1.23 4.28±0.73 2.567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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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护士对各自教学模式评价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医学知识 学习兴趣 自学能力 实践能力 分析能力 师生互动 学习负担
 

对照组 48 2.01±0.82 2.17±0.86 2.40±0.65 2.42±0.60 2.01±0.88 2.13±0.67 2.17±0.62
 

观察组 48 2.58±0.59 2.47±0.66 2.31±0.26 2.32±0.58 2.37±0.65 2.52±0.58 2.51±0.69
 

t 3.909 1.917 0.891 0.830 2.280 3.049 2.539
P 0.000 0.058 0.375 0.409 0.025 0.003 0.013

3 讨论

有 调 查 显 示,用 药 错 误 占 护 理 不 良 事 件 的

12.20%[10]。目前护理单元多采用小讲课的形式加强

专业知识培训及学习,并且辅助以PPT,但往往是一

人台上讲,多人台下听,汲取知识效果不显著[11]。微

信平台免费应用于手机终端,突破了时间、地域和经

费的限制,解决了大部分护士参加继续教育时面临的

时间和经费缺乏问题,为护士参加继续教育提供了一

个新途径[12]。在本研究中,微信版每周一课平台为临

床教学提供了直观、高效、便捷、新颖的体系化学习交

流平台。微信平台突破临床教学中的时空限制,护士

不仅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而且微信平台强

大的存储功能使学习内容、疑难问题及解答、典型经

验汇总、案例反馈分析等汇聚为动态化、开放性知识

库,护士可以对感兴趣的或未完全掌握的知识进行反

复学习,十分便利[5]。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士

理论知识和综合技能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1),说明通过微信版每周一课平台,使临床护

士的学习内容全面、系统,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图文并

茂、理论实践相结合,十分便于护士理解、学习和记

忆,学习效果显著。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医院药学工作模式逐

步转向“以患者为中心,以提供药学专业技术服务为

主体,参与临床用药服务患者”的临床药学工作模

式[13]。报道显示,临床药师通过药物知识培训,能够

调动医护人员学习药物知识的积极性,提高护士专科

用药知识水平,显著提高医护人员对药品应用的准确

掌握程度,保证患者用药安全[14]。临床药师利用其汇

集全院“药品不良事件”和“典型投诉案例”的资源优

势,因势利导,定期在群内推送相关药品不良事件的

典型案例、经典案例剖析等资料,实现临床资源共享,
解决临床医护人员的短板。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解读

和剖析,在增强护士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的同时,又
能促进护士对药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临床护士与临床药师之间紧密协作,参与药物治疗,
密切关注患者用药前后的变化,可及时避免与发现可

能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及药物相关作用,保障用药的

安全、合理、有效[15]。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护士用药态

度中的2个条目及对教学模式的评价中4个维度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通过药师参与的微信版每周

一课学习,能够帮助临床护士提高学习积极性,有利

于临床用药安全。
4 小结

本研究表明,借助临床药师参与的微信版每周一

课的教学模式,丰富了临床护士的药物知识,改善了

临床护士的用药态度。但因本实验样本量少,且目前

实验仅局限于本科室,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加强多学

科合作,扩大样本量,以取得实验数据的多样性,获得

更可靠的实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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