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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双导师制带教模式在呼吸科临床护理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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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呼吸科临床护理教学中运用双导师制带教模式。方法 将 2021 年 7 月~2022 年 7 月，于

本院呼吸科实习的护理生，选取 50 名用于本项研究的对象，以随机数字抽签法将其分成 2 组进行教学，对照组

有 25 名护生，应用单一导师制带教模式，观察组 25 名护生，运用双导师制带教模式，对 2 组护生的出科考核成

绩、教学评价等指标展开分析，对比组间差异。结果 观察组护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与对照组护生相比之下，

各项分数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2 组护生对教学的评价相比，显著观察组护生的

满意度较高，（P＜0.05）。结论 对于呼吸科临床护理教学，运用双导师制带教模式的效果最佳，可有效的提高

护生的学习成绩与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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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ouble tutorial system teaching mode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of 

respirator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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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 of dual tutorial system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of respiratory 
department. Methods: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2, in our respiratory practice nursing students, select 50 for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with random number lottery method is divided into the teaching 2 groups, control group has 25 nurses, 
single tutorial system teaching mode, observation group 25 nurses, using double tutor system with teaching mode, the 
examination of 2 groups of nurses, teaching evaluation index analysis, contras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 scores of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moreover, compared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higher (P <0.05). Conclusion: For the respiratory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of nursing department, the use 
of double tutor system teaching mode has the best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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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理教育的持续发展之下，护理实践内容不断

的增加，对护理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近几年

优质护理服务理念的推出，更加注重临床护理的质量。

尤其是呼吸科护理工作，所收治的患者较多，护理工

作相对繁重，所以对护理人员的要求更高，因此为了

加强临床带教的效果，开始提倡导师制带教法，以此

更好的贯彻并落实临床带教计划[1]。基于此，本院将近

年收治的 50 名呼吸科护理实习生，分组展开单一导师

制带教与双导师制带教效果的调查，以下为具体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7 月~2022 年 7 月，于本院呼吸科实习

的护理生，选取 50 名用于本项研究的对象，以随机数

字抽签法将其分成 2 组进行教学，对照组有 25 名护生，

应用单一导师制带教模式，男生 5 名，女生 20 名，年

龄在 19 岁~22 岁，平均（18.91±0.68）岁，学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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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生有 2 人、本科生有 23 人；观察组 25 名护生，运

用双导师制带教模式，男生 3 名，女生 22 名，年龄在

18 岁~22 岁，平均（19.08±0.61）岁，学历：大专生

有 1 人、本科生有 24 人。2 组护生均于本院呼吸科实

习，且自愿同意参与研究，对 2 组护生的年龄、性别

及学历等方面的基线资料，由统计学分析，差异不具

有意义，可以比较，（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护生应用单一导师制带教模式，由临

床带教导师进行呼吸科护理知识、操作技能等方面的

指导[2]。 
1.2.2 观察组护生运用双导师制带教模式，内容如

下：①采取二对一的双导师制教学模式，由带教组长、

临床带教导师与一名实习生组成，促使护生在实习期

间得到学习、生活与思想教育等全方面的指导[3]。②进

入临床后采取周目标教学法，将护生每周的实习内容

加以细化，重点培养其护理操作技能、临床应变能力

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并督促护生实施患者安全管理目

标，探讨不良护理事件等，定期汇报学习心得，每月

进行实习效果的评估。带教组长每两周与护生的临床

带教导师沟通，了解护生的实际情况，加以针对性指

导[4]。③两名导师根据本院实习要求，制定与临床情况

相符合的实习计划，对护生进行岗前培训，培养其职

业素养与情感，帮助护生掌握临床基本理论知识、操

作技能，介绍呼吸科相关制度与规定等，帮助护生尽

快适应科室工作环境[5]。④在实习过程中，两名导师要

共同监督与指导，建立微信群或 QQ 群，及时解答护

生存在的问题。同时借助典型的病例，录制护理小视

频，便于护生随时观看练习操作技能[6]。 
1.3 观察指标 
（1）当实习结束后，统一安排理论考核与操作考

核，每项考核成绩总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说明护

生的学习效果越好。 
（2）以本院自拟的教学满意度评价问卷[7]，由护

生进行填写，进行教学的满意度评价，共计 20 题，满

分为 100 分，90 分~100 分代表护生十分满意；60 分

~89 分，代表护生一般满意；0 分~59 分代表护生不满

意。满意度计算用（十分满意数+一般满意数）/总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0.0 统计软件，用于本项研究数据的处

理与分析，表示组间计量资料为（ x s± ），检验用 t
进行比较，表示组间计数资料用（n，%），检验用 χ2

进行比较，统计学意义的检测差异，以 p＜0.05 为标准。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护生的出科考试成绩 
观察组护生的理论成绩为（90.83±3.32）分、操

作成绩为（89.69±2.38）分，与对照组护生的理论成

绩为（84.52±2.11）分、操作成绩为（82.29±3.04）
分相比之下，各项分数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果见表 1。 
2.2 对比 2 组护生的教学评价 
2 组护生对教学的评价相比，观察组满意度为

100.0%，对照组满意度为 80.00%，显著观察组护生的

满意度较高，（P＜0.05）；结果见表 2。 
表 1  2 组护生的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x s± ），分] 

组别 例数（n）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观察组（n） 25 90.83±3.32 89.69±2.38 

对照组（n） 25 84.52±2.11 82.29±3.04 

t 值  4.279 4.592 

p 值  <0.05 <0.05  
表 2  2 组护生的教学评价比较[n（%）] 

组别 例数（n）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 25 20（80.00） 5（20.00） 0 25（100.0） 

对照组（n） 25 10（40.00） 10（40.00） 5（20.00） 20（80.00） 

χ2值     9.461 

p 值     <0.05 

 
3 讨论 
临床护理教学作为护理专业学生与临床带教教师

的一个互动教学活动，其高质量的临床护理教学，关系

到护生临床实习中知识与技能的获取、职业价值观的形

成等等，对其专业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

化医学服务背景下，人们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重视优质化的护理服务，所以这便需要不断优化与

改进教学模式，以此提高临床护理带教质量与教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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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护生日后的岗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8]。 
呼吸科属于工作较为繁重的科室，收治的患者数

量较多，使得临床护理工作增加一定的难度，但是以

往临床呼吸科带教中，所采用的单一导师制带教模式，

通过是临床带教教师对护生进行操作的指导、理论的

传授，其实习管理效果欠佳[9]。 
然而双导师制带教模式的实施，由护理主任助理

与临床带教教师共同组成一个全新的教学团队，以二

对一的方式对护生进行护理教学与指导，实现对护生

的共同监督，这样一来，两名导师履行各自的职责，

既能由临床带教教师对护生进行呼吸科护理工作知识

与技能的讲解，又能由助理导师对护生展开职业价值

观、职业认同感与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并贴合临

床实际情况，紧跟现阶段呼吸科呼吸的要求，以便护

生掌握最新的呼吸科护理工作动态。同时两名导师共

同针对护生的情况进行讨论与分析，为护生提供针对

性的指导工作，可进一步满足每一位护生的实习需求，

从而两名导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整体上增强临床

带教的质量，促进护生的临床实习效果得以有效的提

升[10]。基于此，为了证实双导师制带教模式的效果，

本文将 2021 年 7 月~2022 年 7 月，于本院呼吸科实习

的护理生，选取 50 名用于本项研究的对象，以随机数

字抽签法将其分成 2 组进行教学，对照组有 25 名护生，

应用单一导师制带教模式，观察组 25 名护生，运用双

导师制带教模式展开调查。数据显示：观察组护生的

理论成绩为（90.83±3.32）分、操作成绩为（89.69±
2.38）分，与对照组护生的理论成绩为（84.52±2.11）
分、操作成绩为（82.29±3.04）分相比之下，各项分

数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一数据说明，双导师制带教模式的应用，将临床带教

带教教师与护理主任助理构建为一个全新的教学团

队，整体上提升临床带教的师资水平，这对护士而言，

能够更加多方位、全面的接受有关呼吸科护理的相关

知识与技能，以便护生积累更为丰富的临床经验，这

对其今后的岗位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因对照组护

生接受的单一导师制教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带教

教师仅仅为护生传授书本的知识及自身的经验，难以

贴合临床实际情况，故而观察组护生的理论知识与操

作成绩均要比对照组护生更加理想，整体分数较高；2
组护生对教学的评价相比，观察组满意度为 100.0%，

对照组满意度为 80.00%，显著观察组护生的满意度较

高，（P＜0.05），由此可见，双导师制带教模式的实

施，能够提高护生的学习成绩，且满足每一位护生对

临床新知识、新技能等方面的学习需求。 
综上所述，对于呼吸科临床带教教学，运用双导

师制带教模式的效果最为理想，利于临床带教质量与

水平的提升，提高护生的学习成绩，为日后的岗位工

作奠定基础，具有推广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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