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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实习生评教结合带教老师自评模式 

在临床教学评价中的应用
张惠娟　吕佳　马海燕 *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新疆昌吉　831100

摘　要：目的：探究护理实习生评教结合带教老师自评模式在临床教学评价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在我院实习的护理

实习生 226 例及其所在实习基地的 100 名实习带教老师，采用中文版临床教学评估问卷进行调查。结果：研究发现，带教

老师的年龄越大、带教年限越长、职称越高，且具备教师资格证并有过相关临床培训经历，其自我评估得分往往越高。在

将学生评教结果与教师自评情况进行对比时，发现学生在“辅导”和“探索表达”维度的得分相对较低，而带教老师在“学

习环境营造”和“建模能力”维度的自评得分较高。结论：护理带教老师为进一步提升实习质量，下一步应将着力点放在

开展系统性临床教学辅导以及增强实习生自我表达与探索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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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是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经

验的关键衔接环节，其教学质量对实习生的临床学习效果，

起着直接且重要的影响，让学生参与临床评教，是当前被广

泛认可的提升临床护理教师工作质量的重要反馈方式之一，

然而，这种方式，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缺乏足够的客观

性，常常因教师角色的光环效应，而偏离原本的评价初衷，

削弱评价的实际意义 [1]。教师自我评估，是从主观层面对自

身教学能力进行评价的一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自我评估

可理解为对自身教学优缺点的认知，以及对技能改进提出的

建议，而在临床实践中，对自我评价的评判，通常基于教师

对临床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疾病判断的准确性 [2]。目前，

教师们普遍认为，自我评估作为单一的激励手段，对促使教

师做出教学改变的作用较为有限，鉴于此，本研究综合考量

带教老师的自我评估与实习生的评教情况，排除主客观因素

的干扰，明晰护理专业实习生临床评教与临床护理教师自我

评价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进而探寻提高临床实习质量的有

效途径 [3]。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 2022 年 3 月 ~2024 年 3 月在我院实习的 226 名实习

生及其所在实习基地的 100 名实习带教老师作为本次研究的

对象，借助问卷星平台开展问卷发放工作，面向护理实习生

发放问卷 226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26 份；面向临床带教

老师发放问卷 100 份，实现全部回收。

1.2 研究工具

自主设计个人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一份个人资料问卷，收集临床护理教师的个

人相关信息。

中文版临床教学评估问卷

中文版 MCTQ。此问卷包含建模、辅导、表达探索、学

习环境这 4 个维度，总共设有 24 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完

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依次赋予 5~1 分，得分越高，

意味着对临床教学效果的认可程度越高。

1.3 统计学方法

统 计 学 结 果 由 SPSS26.0 统 计 学 软 件 统 计 完 成， 若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带教老师一般信息及各组间自评分数对比

表 1 带教老师一般信息及各组间自评分数对比

因素 人数 (%) 自评分数（x±s） F/t P

年龄 ( 岁 ) 9.657 0.000

<30 6(6) 4.36±0.31

30 ～ 35 38(38) 4.46±0.36

35 ～ 40 40(40) 4.58±0.36

≥ 40 16(16) 4.72±0.36

学历 1.245 0.206

本科及以上 65(65) 4.56±0.36

专科及以下 35(35) 4.5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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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人数 (%) 自评分数（x±s） F/t P

职称 8.245 0.000

主管护师及以上 30(30.00) 4.47±0.15

护师及以下 70(70.00) 4.45±0.42

护理教学年限 ( 年 ) 21.853 0.000

<5 14(14.00) 4.28±0.30

5 ～ 10 35(35.00) 4.45±0.29

10 ～ 15 36(36.00) 4.63±0.37

≥ 15 15(15.00) 4.69±0.33

护理工作年限 ( 年 ) 11.754 0.000

<10 16(16.00) 4.29±0.31

10 ～ 15 45(45.00) 4.49±0.36

15 ～ 20 26(26.00) 4.66±0.46

≥ 20 13(13.00) 4.70±0.57

教师资格 2.386 0.017

是 9(9.00) 4.70±0.25

否 91(91.00) 4.53±0.54

临床教学培训 2.954 0.038

是 51(51.00) 4.25±0.23

否 49(49.00) 4.50±0.37

2.2 实习生和带教老师在不同维度间均数比较及相关性

分析

表 2 实习生和带教老师在不同维度间均数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维度 实习生（n=226） 带教老师（n=100） Spearman 相关性
分析

建模 4.64±0.46 4.49±0.50 -0.147P>0.05

辅导 4.51±0.41 11.87±0.39 -0.152P>0.05

表达与探索 4.47±0.86 4.57±0.62 -0.086P>0.05

学习环境 4.48±0.46 4.69±0.96 -0.074P>0.05

3 讨论

在护理专业的临床教学活动中，教学效果的科学评估

一直是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目前，在

临床教学效果评估体系里，实习生参与临床评教以及临床教

师自我评价是较为常用的两种评价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

够反映临床教学的实际情况，但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实习生参与临床评教，是从学生的视角，对临床教

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评价，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他们的反馈能够体现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态度等方面的实际

表现，而临床教师自我评价，则是教师基于自身的教学经验

和专业认知，对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效果进行反思和评估 [4]。

然而，临床教学评估本身存在着不少不确定因素，导致其客

观性严重不足，其中，教师角色光环效应的影响尤为显著，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专业权威和角色形象，可能会使学生

在评价时产生心理偏差，学生可能会因个人喜好为临床护理

教师评分，使得评价结果难以准确反映教师教学的真实水平
[5]。就教师自我评价而言，虽然教师们普遍认识到自我评估

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教学反思和改进的有效途径，但在实际

操作中，自我评估作为单一的工具和推动改变的途径，对教

师做出教学调整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大多数教师虽然重视

自我评估，但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并依据评估结果做出实质

性改变的人，却为数不多。这可能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改进方

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习惯的教学模式难以改变等多

种因素导致的，因此，仅仅采用实习生评教和教师自我评价

这两种单一的评价模式，无法真实、全面地为临床教学评价

提供反馈信息 [6]。以往在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表明，将教师

自我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能够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有

研究把教师自我评价和学生评教结合起来开展，不仅提高教

学评价的效果和质量，还发现学生评价与教师自评之间的差

异，为教师明确教学中的优点和不足提供重要依据，是教师

做出教学改进的关键切入点 [7]。然而，遗憾的是，针对护理

专业实习生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在本研究中，

对护理实习生与临床带教老师在临床教学评估问卷的不同

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细致分析，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为后续教学效果的改进提供清晰的方向。例如，在某些教学

方法的应用上，实习生的期望与教师的实际操作可能存在差

距；在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教师的自我评价与学生

的感受也可能不一致，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差异，可以有针对

性地调整教学策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学生提

供高质量的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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