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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整体护理
、

循证护理等新护理模式的出现
,

需要大批

具有更高护理实践能力的临床实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需求
。

进而要求医学院校通过教学改革
,

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

以增加

护生临床综合素质
。

临床实习是护理教育的关键环节
,

是护

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过程
,

也是护生向护

士角色转化的必经途径
。

临床护理实习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

到向社会输送的护理人才的质量
。

针对如何保证护理本科生

实习教学质量
,

总结其各个环节及其影响因素等诸方面
,

提出

如下几点认识
。

1 临床实习前的系列教育

护生刚出校门面对宽松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工作气氛
,

既兴奋又陌生
,

既憧憬又茫然
,

所以做好实习前教育
,

对于增

强实习信心
、

增进师生合作
、

提高实习质量
、

减少管理麻烦具

有重要意义
。

1
.

1 医院环境介绍

通过介绍医院环境
、

科室设置
、

人员配备
,

帮助她们熟悉

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

管理规定及工作程序等
,

使护生对医院

有初步了解
,

以减轻对新环境的不安与无所适从感
,

使护生尽

快进人由纯理论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环境
,

以良好的

心态投人到临床实习中
。

1
.

2 医德医风教育

良好的医德医风是医护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
,

但

有不少医护工作者只有技术头脑
,

而缺乏良好的思想道德
,

这

也是当前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护生进人临床实践

之前
,

认真学习医务人员医德规范
,

使她们认识到护士是一个

神圣而高尚的职业
,

对患者与工作的真诚热爱和强烈的责任

感是一名合格的护理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
,

从而帮

助护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

1
.

3 语言及角色训练

语言是护患沟通
“

桥梁
” 。

沟通
,

是一个遵循一系列共同

原则互通信息的过程
,

是一个动态的
、

连续的
、

不断变化的双

向互动过程
。

良好的沟通能给患者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

增加

战胜疾病的信心
,

故提高护患沟通能力一直是护理教育者
、

管

理者和护士本身为之努力的方向
。

护生进人临床实习前
,

让

她们初步学习并掌握安慰性
、

鼓励性及解释性语言
,

不断提高

语言艺术
,

通过言传身教掌握与不同患者的沟通技巧
,

从而不

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
。

1
.

4 医疗安全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
,

患者对护理质量
、

护理安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

用法律衡量护理行为和后果的意识逐渐增强
。

许多

护生法律意识淡薄
,

导致了一些差错
、

事故的发生
。

护生在进

人临床实习前
,

护理部组织护生参加医疗安全讲座
,

通过介绍

杂志上刊登的因护理差错事故给患者造成的严重影响及不逆

转的损失教勺l}的实例
,

使她们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
。

实习过

程中
,

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
,

将
“

五及时
” 、 “

三查七对
”

严格的应用到工作中
,

牢记不能

随意简化操作程序
、

不能存在丝毫的侥幸心理
,

要有科学的态

度
。

从而严防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
,

既保证患者的安全医疗
,

又保护了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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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格组织管理

2
.

1 统一管理
、

制定全面实习计划

坚持
“
四位一体

”

的管理模式
,

即校
、

院领导宏观管理
,

护

理教研室
,

班主任
、

临床科室阶段性管理
,

带教老师直接管理
,

从上到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管理小组
。

每批学生在实习

前
,

都应由学校领导小组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教学计划
,

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实习方案
,

使所有科室及带教老师明确实习计

划和要求
,

并有专人负责实施
。

2
.

2 上岗前考核

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前
,

选出重点项 目进行集中培训
,

如无

菌技术
、

肌肉注射
、

静脉输液
、

皮试等
,

时间应选在实习前 2 周

内进行
,

这样可以使学生能够很快进人工作状态
。

在个临床

科室应进行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的摸底考试
,

详细了解每一

名护生专业知识能力
,

以便在实习中有的放矢地开展带教工

作
,

保证每一名护生的实习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2. 3 科室管理

护生进人科室后
,

实行护理教研室 一 护士长 一 带教老师

三级责任制
,

采取多种形式督查
。

护生换科前
,

由护士长及带

教老师进行理论和操作考核
,

并对在本科实习期间的情况进

行综合评价
,

指出在实习期间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

确保护生实

习计划的圆满完成情况 [l 〕
。



3 规范化培训
,

提高实习质且

3
.

1 加强
“
三基

,,

训练

将
“
三基

”
训练贯穿于整个医学教育的全过程

,

反复强化
,

使学生牢记理论知识
。

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方面
,

坚

持每两周一次教学查房
,

每周一次病区小讲座
。

在查房和病

案讨论过程中
,

老师结合具体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间
,

从而调动

她们的学习积极性
。

在基本技能训练方面
,

着重对学生的无

菌操作进行强化训练
。

在实习中
,

护生只愿学习打针
、

输液等

技术性操作
,

往往忽略了患者的基础护理
。

针对这种情况
,

带

教老师应首先向她们讲解基础护理的重要性
,

并指导护生从

帮助患者翻身
、

做晨晚间护理
、

护送患者检查等做起
,

先由老

师示教
,

再让学生操作
,

使学生较好地掌握这些基本操作技

术
。

从而培养她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川
。

3
,

2 加强实践技能培训

临床实践技能一 是要求护生掌握的最核心的技能
。

带

教老师应抓好临床操作技能培训
,

耐心地讲解示范
,

严格按照

规范要求由简单到复杂
、

由指导帮助到独立完成
,

循序渐进
,

逐步提高
,

培养动手能力是提高实习质量的重要方面
,

并反复

强调
“

三查七对
”

的操作原则及工作规范
,

以既往经验教训教

育和启迪护生
。

在 日常临床医疗护理工作中
,

尽可能提供学

生实际操作的机会
,

应做到严格把关
,

把各项操作都要细致
、

使她们准确无误地学习和掌握操作要点和技巧
,

保证了整个

实习过程的质量[3]
。

3
.

3 加强临床观察能力的培训

缺乏综合判断的能力是护理实习生最大的弱点
,

从观察

病情到执行医嘱
,

都往往处于被动
。

这就要求学生在老师还

没有对患者作处理前
,

先亲自询问病史
,

深人了解病情
,

同时

对患者的生活起居习惯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

根据住院后的

情况细心观察
,

不断总结经验
,

并与老师进行交流
,

请老师做

出分析点评闭
。

程中
,

必须对学生严格要求
,

坚持严师出高徒 ; 必须对教师严

格要求
,

坚持传道授业
,

为人师表 ;必须对全科严格要求
,

坚持

严格管理
、

规范带教
、

评学评教
、

教学相长
。

带教老师的言行

是实习学生的模板
,

带教老师的优劣是提高思想水平实习质

量的关键
。

应建立一支
“

政治强
、

业务精
、

作风硬
”

的带教队

伍
。

教学小组每月对带教教师进行一次评定和检查
,

将教学

成绩与晋升
、

进修等挂钩
,

激发带教教师的积极性
。

每年对带

教教师进行岗前培训
,

制度出学习计划
、

诊疗护理的标准
,

以

保证实习工作圆满完成 [,
一 7 J

。

4 选派高素质的带教老师

临床带教老师是护生接触专业实践的启蒙者
,

其担负着

传授知识
、

培养学生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双重任务
,

带教老师素

质的高低是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
。

在实习的整个过

5 建立良好的反馈体系

实习期间和实习结束时
,

护理教研室及时通过找护生个

别询问
、

由实习组长征集
、

开实习人员座谈会等
,

就带教工作

交换意见
,

征求对带教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

对带教教师的医德

医风
、

业务水平
、

教学态度
、

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
、

教学效果等

进行测评反馈
,

以利改进带教工作
,

提高带教水平川
。

总之
,

如何保证和提高教学实习的质量仍是值得大家深

人讨论的一个课题
。

这不但涉及学生理论学习成绩的好坏
,

更涉及到护生在实习过程中
,

能否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扎

实的基本功
,

以便将来成为德才兼备的护理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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