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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

在护理实习生中的运用分析

李 庆 王 芳
（通讯作者）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重庆 400042
【摘 要】：目的：分析在对护理实习生教学中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的实际效果。方法：利用随机数表法

对我院呼吸科在 2017年 9月-2019年 9月接收的 50名实习护生进行研究，参考组护生（n=25）行传统教学模式，研究组护生（n=25）
采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对比两组护生最终学习结果。结果：研究组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 100%高于参考

组实习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 72%，P＜0.05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实习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评价各项指标均好于参考组，P＜0.05
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对护理实习生教学中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的实际效果较好，实习护生临床实践

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并且教学质量和教学满意度更高，故值得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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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胜任力主要就是指在某一工作中能够将表现一般的工

作人员与表现优异的工作人员区分的个性特征。以岗位胜任力为

导向的教育在当今第三代国际医学教育改革中属于一项核心内

容[1]。在当今临床中，呼吸治疗有着极高的实践性，包括对患者

进行呼吸功能评估、气道护理、对患者行机械通气治疗以及氧气

治疗和康复训练等，同时还需要对患者进行健康知识教育。对于

护理实习生来说，呼吸治疗知识的掌握和技能培养对于其在提升

自身岗位胜任力方面有着极大作用，而当今如何按照相关专业标

准进行人才培养成为相关工作人员研究重点[2]。基于此，本文对

我院呼吸科在 2017年 9月-2019年 9月接收的 50名实习护生教

学中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的实际

效果进行详细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利用随机数表法对我院呼吸科在 2017年 9月-2019年 9月
接收的 50名实习护生进行研究，每组实习护生均 25人。参考组

护生行传统教学模式，该组共有男实习护生 1人，女实习护生 24
人，年龄范围在 22-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69±0.35）岁；

研究组护生采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

该组共有男实习护生 0人，女实习护生 25人，年龄范围在 22-2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4.38±0.47）岁。

本次实验已经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认可。两组实习护生的一

般资料组间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参考组护生行传统教学模式，护生在进行临床实习前需接受

相应的岗前教育和培训，随后根据大纲学习要求在医院各个科室

进行轮流实习，每个科室实习 2周，总实习时间为 40周。

研究组护生采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

模式：

（1）成立教学队伍：教学队伍有医院外聘的两名专家以及

本院呼吸科两名呼吸治疗专科护士共同组成。

（2）呼吸治疗护理临床教学框架：

①第一阶段：实习护生针对呼吸治疗基本知识以及相关实际

操作技能进行启蒙学习，学习时间持续 120课时。同时，实习护

生在接受培训期间同步实践同样的内容，同时做到问题及时反馈，

从而密切检测护生培训效果。

②第二阶段：学习主要工作技能共计 40学时，学习内容有

机械通气、血流动力学监测以及呼吸康复等，采用讲解-示范-观
摩-练习-考核的学习形式，保证做到仁人人必会。

③第三阶段：在呼吸治疗专科以及普通实习共计学习 40周，

采用一对一导师带教的方式，同时相应建立呼吸治疗实践知识手

册，同时各科室负责明确对实习护生的考核标准和目标。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实习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

不满意，总带教满意度= %100*
总人数

不满意人数总人数

对比两组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评价，主要从理论知识应用能

力、增强了动手能力、提高了实践技能以及增强了工作责任心、

形成专业思维、促进创新能力培养几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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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数据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使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20.0，其中使用（ X

±S）进行计量资料对比，结果用 t检验；用[n（%）]进行计数资

料两组实习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两组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

评价对比，结果用 X2检验，如数据差异明显，P＜0.05说明统计

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两组实习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 100%高于参考组实习护生临床

带教满意度 72%，P＜0.05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实习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n（%）]

组别
例

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

组
25 19（76.00） 6（24.00） 0（0.00） 25

（100.00）

参考

组
25 8（32.00） 10（40.00） 7（28.00） 18（72.00）

X2 - - - - 8.1395

P - - - - 0.0043

2.2两组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评价对比

研究组实习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评价各项指标均好于

参考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评价[n（%）]

组

别

例

数

理论知

识应用

能力

增强了

动手能

力

提高了

实践技

能

增强了

工作责

任心

成专业

思维

促进创

新能力

培养

研

究

组

2
5

22
（88.00

）

23
（92.00

）

24
（96.00

）

23
（92.00

）

21
（84.00

）

24
（96.00

）

参

考

组

2
5

12
（48.00

）

13
（52.00

）

15
（60.00

）

12
（48.00

）

10
（40.00

）

14
（56.00

）

X
2

- 9.1912 9.9206 9.4406 11.5238 10.2716 10.9649

P - 0.0024 0.0016 0.0021 0.0006 0.0013 0.0009

3讨论

在对护理实习生教学中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

疗护理带教模式首先能够提升护生自身实际操作技术水准和岗

位胜任力。对于任何一个护生来说，护理技能培训是其是实习过

程中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但是大部分实习生在护理实习过程中

操作熟练度较低，并且还会存在紧张恐惧的情绪。然而通过行岗

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能够提升护生操作熟

练度。通过护理安排实习护生教学进度和内容，针对护理教学手

段不断改进，利用知识手册详细记录护生的学习进度和最终培训

效果，以此避免遗漏现象，提升操作熟练度[3-5]。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研究组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 100%高于

参考组实习护生临床带教满意度 72%，P＜0.05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组实习护生岗位胜任力提升自我评价各项指标均好于参考

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在对护理实习生教学中应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的呼吸治疗护理带教模式的实际效果较好，实习护生临床实践能

力得到明显提升，并且教学质量和教学满意度更高，故值得广泛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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