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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bs 反思循环在重症医学科护理临床实习中的应用 

李 嫒 

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观察在开展重症医学科护理临床实习过程中实施 Gibbs 反思循环的作用。方法 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本院重症医学科护理临床实习护士中选择 60 名为对象，随机排序划分对照组（30 名，常规方

式护理教学）和观察组（30 名，开展 Gibbs 反思循环教学）。针对两组理论、实践知识掌握水平以及核心能力对

比。结果 观察组理论、实践知识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核心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

论 在对重症医学科护理实习护士开展带教时实施 Gibbs 反思循环教学，可以提升实习护士理论、实践知识水平，

并增加实习护士核心能力，保障综合带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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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IBBS reflective cycle in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i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Ai Li 

Chongqing Jiangjin District Central Hospital, Chongq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Gibbs Reflective Cycle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i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Methods 60 clinical interns in the critical care medicine nursing of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3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30, conventional nursing 
teaching)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30, Gibbs Reflective Cycle teach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mastery 
level and core compete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ore competenc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ibbs Reflective 
Cycle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f interns in the critical care medicine can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level of interns, increas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interns, and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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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实习属于护理专业学生在正式参与临床

护理工作前最重要学习内容，在临床护理实习过程中，

可以促使实习护士可以更加直观掌握各方面理论知识

在临床护理中的运用情况，对于提升实习护士的综合

实践能力存在有重要作用。在对重症医学科实习护士

进行临床护理带教过程中需要采取更加有效带教措施

针对实习护士理论与实践知识进行提升[1-2]。Gibbs 反

思循环教学为当前临床护理教学的新方式，通过合理

开展护理知识循环学习，能够促使实习护士更加全面

对各方面护理知识进行掌握。本次研究主要对 Gibbs 反
思循环教学在重症医学科护理临床实习中的具体效果

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本院重症医学科

护理临床实习护士中选择 60 名为对象，随机排序划分

对照组（30 名，常规方式护理教学）和观察组（30 名，

开展 Gibbs 反思循环教学）。在实习护士组成方面，对

照组中男性 1 名，女性 29 名，年龄在 19—22 岁间，

均值为（21.02±0.24）。观察组中男性 2 名，女性 28
名，年龄在 19—23 岁间，均值为（21.32±0.31）。针

对两组实习护士基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在对对照组实习护士进行临床护理带教时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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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措施均按照常规模式开展。结合实习大纲针对教

学内容以及计划进行制定，按照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

式开展护理教学。先由带教护理人员对各方面护理知

识进行集中讲解，并为实习护士发放带教手册，帮助实

习护士明确实习重点以及在实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等。定期对实习护士进行考核，了解实习护士对各方

面知识的掌握情况，并对后续带教方式以及讲解内容

进行制定。在对观察组进行护理带教过程中则需要开

展 Gibbs 反思循环教学。 
（1）护理教学流程制定。结合 Gibbs 反思循环教

学特点对护理教学流程进行制定，包括问题描述、表达

感受、总结评价、分析问题、总结经验以及行动实施 6
个环节。结合实习护士特点以及带教内容对每个环节

内容进行选择与制定。在正式教学前，需要提前为实习

护士发放有关教学手册，促使实习护士了解该教学模

式特点，并指导其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 
（2）课堂示范。带教护理人员需结合带教大纲对

实习护士进行理论知识讲解，逐一为其讲解各方面理

论知识要点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并

及时询问实习护士在理论知识讲解过程中是否存在有

不清楚或者疑惑内容，开展针对性讲解。 
（3）问题描述。理论知识讲解后，护理人员选择

对应临床病例，进行护理情景描述。需要将患者的各方

面情况进行详细交代，指导实习护士进行思考。 
（4）表达感受。指导实习护士表达在面对患者时

存在的想法、反应以及具体护理措施等。并要求实习护

士对具体护理计划进行拟定，涉及到患者进入重症医

学科到转入普通病房的整个流程。 
（5）总结评价。带教老师需结合实习护理计划开

展针对性总结评价，分析实习护士所制定护理计划的

优点以及有待改进的内容等，并针对性讲解，帮助每位

实习护士了解自身拟定护理计划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对

于理论知识掌握存在的不足点等。 
（6）分析问题。结合在模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总结导致该方面问题的原因等。 
（7）总结经验。针对本次病例模拟护理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总结，进一步明确后续护理学习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等。并对后续护理学习计划进行制定。 
（8）行动实践。在完成理论知识以及模拟护理后，

需指导实习护士再次思考与小组讨论，在面临类似病

例时需要注意的护理内容以及如何准确开展各方面护

理操作。并指导其逐步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1.3 观察指标 
（1）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对比。在带教前后针对

两组实习护士理论知识、实践知识考核成绩进行对比，

均按照百分制进行评估。 
（2）核心能力对比。针对两组实习护士在带教前

后核心能力进行评估，对临床护理、批判性思维、人际

关系、专业发展四个维度进行百分制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各方面数据都按照 SPSS21.0 进行处理，均值±标

准差对计量数据表示，t 检验，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表示，

卡方检验，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与实践知识对比 
观察组理论、实践知识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核心能力对比 
观察组核心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2。 

表 1  两组理论与实践知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实践知识 

带教前 带教后 带教前 带教后 

观察组 30 82.25±2.35 94.35±2.15 81.25±2.36 94.15±2.15 

对照组 30 82.25±2.51 90.04±2.35 81.32±2.41 90.78±1.97 

t - 1.452 15.045 1.578 15.108 

P - 0.536 0.001 0.647 0.001 

表 2  两组核心能力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临床护理 批判性思维 人际关系 专业发展 

观察组 30 93.36±2.05 92.35±1.76 93.15±1.89 92.42±1.45 

对照组 30 81.45±1.86 80.06±1.68 82.36±1.63 80.05±1.64 

t - 9.045 12.085 13.105 16.785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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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重症医学科护理属于重症医学科最重要且核心的

内容，对于保障各方面治疗的顺利开展以及提升治疗

效果存在有极为重要作用[3-4]。在对重症医学科护理临

床实习护士进行带教的过程中，为促使该部分实习护

士可以更加全面对各方面护理知识进行掌握和理解，

更需要注重带教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5-6]。在常规临

床护理带教过程中主要按照理论知识讲解和实践结合

的方式进行带教，虽然可以帮助实习护士对各方面护

理知识进行掌握，但结合反馈可见依旧存在有待完善

内容。 
Gibbs 反思循环为当前临床开展护理带教的新模

式，在该护理模式下更加注重实习护士的自主思考与

学习能力[7-8]。在完成理论知识讲解后，结合 Gibbs 反

思循环教学模式特点，指导实习护士结合对应病例以

及护理理论知识进行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对患者护理

措施进行制定以及具体护理流程等，带教护理人员结

合每位实习护士的具体知识掌握情况开展针对性教

学，可以帮助实习护士可以更加全面对各方面护理知

识进行掌握，提升带教效果[9-10]。结合本次观察可见，

在 Gibbs 反思循环教学的作用下，可以更加有效提升

实习护士对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的掌握水平，并起到对

实习护士核心能力进行提升的目的。综合提升重症医

学科护理教学质量，提升实习护士的综合能力。 
综合本次研究，在开展重症医学科护理带教过程

中可以按照 Gibbs 反思循环模式开展教学，提升该方

面护理教学的综合质量，帮助实习护士对各方面护理

知识进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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