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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基于Gibbs反思循环圈撰写实习反思日志的效果

杜静1,徐明明2,廖国琼2,余红1

摘要:目的
 

探讨护生基于Gibbs反思循环圈撰写实习反思日志的效果。方法
 

按照进入临床实习的时间将本科护生分为对照组

62名和观察组63名。两组均采用传统临床带教,对照组每周撰写心得体会,观察组基于Gibbs反思循环圈按描述、感受、评价、
分析、总结和行动计划6步每周书写实习反思日志。结果

 

实习10个月后,观察组评判性思维能力总分、各维度评分及床边护理

综合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对实习带教总体评价及建立临床思维,提升理论知识、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循证能力方

面的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临床实习中,护生基于Gibbs反思循环圈撰写反思日志,有利于培养其评

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其临床实践综合能力,并赢得护生对实习带教的好评。
关键词:护生; 本科; 临床实习; Gibbs反思循环圈; 反思日志; 评判性思维; 床边护理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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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writing
 

practicing
 

reflective
 

journal
 

based
 

on
 

Gibbs
 

reflection
 

cycle
 

in
 

nursing
 

interns.
Methods

 

Baccalaureate
 

nursing
 

intern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62)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n=63)
 

chronologi-
call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linical
 

teaching
 

and
 

writing
 

learning
 

experience
 

every
 

week,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rote
 

six
 

step
 

(description,
 

feeling,
 

evaluation,
 

analysis,
 

summary
 

and
 

action
 

plan)
 

practicing
 

reflective
 

journal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Gibbs
 

reflection
 

cycle
 

once
 

a
 

week.
 

Results
 

After
 

practicing
 

10
 

months,
 

the
 

total
 

score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ventory
 

and
 

its
 

subscale
  

score,
 

the
 

bedside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ractice
 

teaching
 

overall
 

evaluation
 

and
 

its
 

evaluation
 

on
 

establishing
 

clinical
 

thinking,
 

impro-
v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0.01).
 

Conclusion
 

Writing
 

practicing
 

reflective
 

journal
 

based
 

on
 

Gibbs
 

reflection
 

cycle
 

in
 

nursing
 

interns,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mproving
 

their
 

compre-
hensive

 

ability
 

of
 

clinical
 

practice,
 

and
 

attaining
 

students'
 

good
 

practice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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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护理实习是护生建立临床思维、培养评判性

思维的重要阶段,应积极引导护生主动发现问题、深
度思考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强化其临床岗位核心能

力,帮助其角色转换[1-2]。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探究性

思维活动,是有目的地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而记录反思最好的方式就是书写反思日志[3]。反思

日志是以日志的方式对所学知识、技能和所得经验进

行深度探究的思维过程,旨在引导书写者主动学习、
思考和解决问题,帮助其自我成长,最终实现思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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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改变[4-6],故被广泛应用于护理教学中。但是,
反思思维概念抽象,如果没有框架和要点引导,书写

者很难理清思路,达到预期效果[7]。目前,国内大多

数反思日志的书写停留在描述性反思,未重视引导学

生循证和深度探究问题,甚至把反思局限于自我反

省,给书写者造成较大的心理负担[4]。Gibbs反思循

环圈(Gibbs
 

Reflective
 

Cycle)包括描述、感受、评价、
分析、总结和行动计划6步,更注重根据反思现状,进
一步循证和深度探究问题,总结形成新的认知,并制

订未来行动计划,将理论付诸于实践[7-10]。笔者以

Gibbs反思循环圈为框架,指导本科护生全程规范书

写实习反思日志,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在深圳

市中医院实习的本科护生为研究对象,护生主要来自

广东、江西、湖南、广西、安徽及山西省的中医药大学。
纳入标准:全日制护理本科生;实习前已完成基础课

程学习;临床实习期为10个月;知情,同意参与本研

究。排除标准:近1个月内接受过心理咨询或心理治

疗;近期发生重大心理社会事件。剔除实习期间未完

成实习教学任务者。将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

进入临床实习的63名护生纳入对照组,2019年6月

至2020年5月的63名作为观察组。对照组1名护

生因病休学被剔除,最终观察组63名、对照组62名

完成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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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x±s)
实习前考试成绩

(分,x±s)
对照组 62 5 57 22.60±1.35 85.41±4.57
观察组 63 8 55 22.31±1.69 85.82±3.92
χ2/t 0.720 1.059 0.539
P 0.396 0.292 0.591

1.2 实习带教方法

两组均按照本科护生实习大纲及我院实习计划

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在护理部安排下进行轮转,
轮转科室和时间相同,包括内科(针灸科、内分泌等)、
外科(骨科、胃肠外科等)、妇科、儿科、急诊、ICU等,
每个科室至少实习4周。临床带教实行“一对一”导
师负责制,带教老师均为本科以上学历、主管护师以

上职称。入院实习前均进行2周岗前培训,考核合格

后方可进入临床实习。对照组采取传统临床护理实

习带教方法,包括导师讲授、小组讨论、护理查房、操
作示范、情景模拟、个案护理等带教方法;教学内容包

括基础理论知识、常见临床护理技术、专科理论、实践

能力培训等;考核方式包括理论知识考核、操作技能

考核和床边综合能力考核,实习期间每周撰写1篇实

习心得体会,交给带教老师点评,实习期间共30篇。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将每周撰写实习心得体会改

为书写以Gibbs反思循环圈为框架的临床实习反思

日志,具体如下。
1.2.1 成立反思日志带教团队 研究者担任团队负

责人,负责师资培训考核和临床实践监督;护理部教

学专管员1名作为组长,负责沟通协调;20个科室教

学秘书20名作为副组长,负责科室带教统筹督导和

质量把控;各科室临床带教老师共40名作为组员,负
责护生反思日志书写指导和反馈。反思日志书写模

版格式固定,为研究团队设计的六步框架式表格,并
有每一步要点说明。干预前由研究者对团队全体成

员进行反思日志培训和考核,确保临床指导同质化。
培训考核共2个半天,半天用于理论授课(包括反思

日志书写目的、意义、书写方法、关键点、评价方法等)
及范例解读。理论培训后全体带教老师自选专科相

关的经历,书写1
 

000字以上的反思日志,由研究者

评价和点评(从每个科室选出1篇优秀的反思日志作

为科室带教的范例),1周后组织半天的小组分享讨

论会,确保每位带教老师熟练掌握撰写反思日志的要

点,全员考核通过后进行临床带教。
1.2.2 护生培训 护生按照进入临床实习的时间分

两批进行书写反思日志的理论培训,培训安排在岗前

培训结束后的半天(理论授课+案例解析+小组讨论

和现场答疑),由研究者培训。培训后护生进入临床

实习,带教科室教学秘书在实习导航当天,结合专科

反思日志范例再次进行反思日志书写的讲解(30
 

min),第1周护生书写的反思日志由科室教学秘书组

织所有带教老师统一点评指导,确保护生真正掌握书

写要点。以后每周书写的反思日志由带教老师评价

和反馈。
1.2.3 反思日志书写结构及要点 以1名护生给注

射门冬胰岛素30R的患者更换新的胰岛素笔芯时,错
拿成门冬胰岛素,带教老师再次复核时发现,护生就

此事件书写1篇反思日志为例。①描述:学习或经历

了什么,即针对自己1周临床实践学习情况,选择自

己所经历的事情、所学习的知识或技能中,有一定特

殊性、有疑惑或是能激发自己兴趣的点进行描述,描
述需要客观、有针对性、有重点,又要注重关键点的细

节,为后面的反思做好准备。②感受:有什么想法、感
受或疑惑,即自己对所见所闻所学的感受,感受是扳

机点,可以触发接下来的反思,是反思活动开始的导

火线;第一、二步通常可以融合在一起写。描述和感

受:描述错装门冬胰岛素笔芯的事情经过和自己的感

受以及自己的疑惑。③评价和分析:哪些是做得/学

得好的或不好的,自己还有哪些疑惑。通常将两部分

融合在一起书写,这部分是反思的核心,要求护生针

对自己描述的事件或学习的内容进行深入探究,自我

提问和解答,自己疑惑的地方进一步探究清楚。要求

护生进行循证,进一步查找资料学习,帮助自己解答

疑问或弥补不足。是一个进一步学习思考的过程。
评价和分析:回忆拿错药的整个事件,进一步探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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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出错的原因,哪些地方是值得自己改进的,并进一

步分析事件中自己的薄弱环节。④总结:总结部分是

提炼和升华,书写者总结经过探究,自己对所经历的

事件或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的新的认知。总结对落

实查对制度以及门冬胰岛素的新的认知。⑤行动计

划:未来应该怎么做,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如何运用,如
何改变未来自己的行为。此部分是将理论付诸于实

践的具体计划,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做、如何把

探究清楚的知识技能运用到临床,这一步是理论向实

践的转换,是反思的结局,即书写者获得行为的改变

和自我进步。通过拿错药事件的警示,自己未来工作

在查对方面将会有哪些变化。
1.2.4 反思日志撰写要求 护生每周针对自己的所

学所见按科室提供的表格式模版,书写1篇反思日

志,下周周一上交给带教老师点评和反馈指导。每月

集中进行一次反思日志分享会,时间为每个月最后一

周的周四16:00~17:30。分享会由研究者主持,带
教老师和护生参加。由研究者从每个科室推荐的反

思日志中选取3篇分享点评,并让书写者现场分享书

写体会,然后师生互动,分组讨论和提问,增进沟通,
护生之间相互借鉴学习,思维碰撞。研究者解答护生

和带教老师的困惑。
1.3 评价方法

1.3.1 评判性思维能力 采用彭美慈等[11]翻译修

订的评判性思维量表,包括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

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和认

知成熟度7个维度,每个维度10个条目,共70个条

目,采用Likert
 

6级计分。各维度总分60分,量表总

分为420分。在临床实习前及结束时,由不参与项目

的护理部老师指导两组护生扫描二维码当场填写。
1.3.2 床边护理综合能力 参考冯金娥等[12]编制

的床边护理综合能力评价量表,考核题目由护理部题

库随机出题,难度系数一致,量表包含6个项目,护理

评估28分、护理诊断16分、护理计划实施16分、护
理评价8分、护理操作20分、理论知识12分,总分为

100分。在临床实习前及结束时,护理部随机从20
个临床科室中选择2名带教老师(实习前后相同)对
护生进行床边护理综合能力考核,每名护生考核时由

2名老师同时打分,取平均分。
1.3.3 临床带教效果评价 自行设计临床带教效果

评价问卷,包括临床思维建立、理论知识提升、操作技

能提升、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提升和循证能力提升5
个方面,每个方面3个条目,从“有很大帮助”到“帮助

不大”依次赋4~1分。总分15~60分,得分越高表

示护生对临床带教效果评价越高。在实习结束时与

评判性思维同时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

t检验及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实习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时间 人数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

能力

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

成熟度
总分

对照组 实习前 62 38.76±1.49 42.54±0.94 44.35±2.11 40.46±1.37 41.85±1.77 44.92±2.01 36.33±2.09 288.98±6.37
实习后 62 39.29±1.56 43.51±0.99 46.05±1.96 42.82±1.20 43.91±2.62 47.77±0.87 37.84±2.12 300.42±6.87

观察组 实习前 63 38.52±2.70 42.79±1.03 45.11±2.71 41.05±1.99 41.58±2.00 45.15±1.55 36.53±1.75 291.06±6.23
实习后 63 41.82±2.85 45.38±2.19 48.61±3.08 44.65±1.82 45.26±1.80 49.62±1.64 40.28±1.96 315.62±8.07

t1(两组实习前) 0.614 1.417 1.748 1.928 0.799 0.717 0.580 1.846
t2(两组实习后) 6.143* 6.135* 5.534* 6.662* 3.362* 7.860* 6.683* 11.331*

  注:*P<0.01。

2.2 两组实习前后床边护理综合能力考核得分比较

 两组实习前床边护理综合能力考核得分分别为

75.30±2.86、75.61±1.77,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0.730,P=0.467;床边护理综合能力考核得

分实习后分别为81.91±3.69、86.72±4.03,两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57,P=0.000。
2.3 两组对临床带教效果评价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对临床带教效果评价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建立临床思维 理论知识提升 操作技能提升
人际交往和

沟通能力提升
循证能力提升 总分

对照组 62 9.10±0.99 6.01±1.49 4.82±0.53 9.01±0.94 6.01±0.82 36.02±1.44
观察组 63 10.80±1.03 7.61±1.57 5.10±1.10 10.31±1.15 9.41±0.96 44.96±1.56

t 9.406 5.843 1.808 6.914 21.276 33.279
P 0.000 0.000 0.073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3.1 撰写实习反思日志有助于提升护生的评判性思

维能力 表2结果显示,观察组实习后评判性思维能

力总分及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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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撰写基于Gibbs反思循环圈的实习反思日志有

助于提升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分析原因可能为:
对照组撰写实习心得体会缺乏固定模式结构,护生撰

写时容易泛泛而谈,难以提炼升华;而观察组基于

Gibbs反思循环圈的模式撰写,护生易于掌握,引领其

更全面深入地思考与探究[13]。反思日志主要题材来

源于护生对临床实习的经历、感悟及思考,目的是督

促其制订行动计划,实现行为的改变,在教学目标上

化被动为主动。护生书写反思日志的过程是一个自

我互动、自我提问、进一步探究解答疑问的过程,通过

对实习反思,如护理差错、疑难病例、护理新技术新项

目、新知识、经典个案、医护患沟通矛盾等主题,可以

充分调动护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积极思考、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故在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方面

优势明显。
3.2 撰写实习反思日志有助于提升护生的床边护理

综合能力 结果显示,观察组实习后床边护理综合能

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表明书写基于

Gibbs反思循环圈的实习反思日志有助于提升护生的

床边护理综合能力。床边护理综合能力是经过床边

查体和综合评估、提出护理问题、制订护理计划、落实

护理措施、评价实施效果并进行健康教育的综合能

力,是护士发现和解决临床问题能力的体现[14]。观察

组撰写反思日志,护生可发现个人知识或技能的薄弱

环节、日常工作缺陷等,通过探究弥补及提升,总结形

成新的认知,通过制订提升计划并督促落实,可提高

其获取信息、病例分析、制订护理计划及实施评价的

实践能力[15]。同时,观察组撰写反思日志通过提高评

判性思维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其床边护理综合能力。
因此,反思日志注重能力培养,属于深度学习范畴,可
以帮助护生提升处理临床问题的综合能力。

 

3.3 撰写实习反思日志有助于护生对实习教学形成

正面评价 表3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生对实习教学建

立临床思维,提升理论知识、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循
证能力的评价及总体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均 P<
0.01),表明基于 Gibbs的实习反思日志有助于护生

对实习教学形成正面评价。分析原因:①学生书写反

思日志更能激发其思考和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带教老

师点评反思日志,增强了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学

相长、互惠互利,也是师生平等对话的体现[4-5,16]。②
书写反思日志有利于提高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及

床边综合能力,提高实习教学效果,使护生更自信和

满意。两组对临床带教提升操作技能的评价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因为该项主要与动手能

力、练习熟练程度等有关,单纯撰写反思日志无法短

时间帮助护生提高操作水平。
4 小结

本研究要求护生在整个实习期间基于 Gibbs反

思循环圈撰写实习反思日志,结果显示有利于提高护

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及床边护理综合能力,最终赢得

护生对实习教学的好评。今后将探索该方法进一步

用于其他不同层次护士规范化培训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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