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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及时教学法在 ICU 的临床护理带教应用效果分析 

董天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贵阳 

【摘要】 目的 探讨及时教学法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于我院 ICU 实习的护生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带教方法的不同将 92 名护生分为两组，各

46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 ICU 临床带教方法进行带教，观察组采用及时教学法进行带教，两组均持续教学 6 周。

对比两组学习效率、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专科技能合格率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学习效率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自主学习能力中自我管理能力[（84.86±6.19）分]、学习合作能力[（80.17
±4.92）分]、学习动机[（83.45±5.82）分]及综合评分[（83.05±4.82）分]均高于对照组[（76.72±5.85）分、

（72.57±4.49）分、（75.39±4.60）分、（75.11±4.1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自主学

习能力中理论知识[（90.11±5.60）分]、操作技能[（82.86±5.15）分]、综合成绩[（85.92±5.34）分]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的[（79.83±4.65）分、（75.79±4.43）分、（76.87±4.4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满意度中带教方法[（19.24±0.35）分]、带教老师职业素质[（18.82±0.45）分]、管理患者的能力[（19.45±
0.42）分]、维护学生利益[（18.88±0.46）分]、教学效果[（18.83±0.42）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的带教方法

[（16.25±1.82）分、（15.65±1.32）分、（16.62±0.93）分、（15.59±0.77）分、（15.48±0.69）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专科技能合格率（84.78%）高于对照组（63.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及时教学法在 ICU 的临床护理带教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提升护生的学习效率与自主

学习能力，进而提高学习成绩与专科技能合格率，且护生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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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imely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nursing students who practiced in ICU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92 nursing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6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by traditional ICU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aught by timely teaching method. Both groups continued teaching for 6 weeks.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cademic achievement, qualification rate of specialized skill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84.86 ± 6.19) points], learning cooperation ability [(80.17 ± 4.92) 
points], learning motivation [(83.45 ± 5.82) point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 [(83.05 ± 4.82) poi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76.72 ± 5.85), (72.57 ± 4.49), (75.39 ± 4.60), (75.11 ± 
4.13) points] (P < 0.05); 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90.11 ± 5.60) points], operational skills [(82.86 ± 5.15) 
point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85.92 ± 5.34) poi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79.83 ± 4.65), (75.79 ± 4.43), (76.87 ± 4.45)],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cores of teaching methods [(19.24 ± 0.35) poi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eachers [(18.82 ± 0.45) points], a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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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 patients [(19.45 ± 0.42) points], safeguarding students' interests [(18.88 ± 0.46) points] and teaching effect 
[(18.83 ± 0.42) poi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6.25 ± 1.82), (15.65 ± 
1.32), (16.62 ± 0.93), (15.59 ± 0.77), (15.48 ± 0.69)],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qualified 
rate of specialized skil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84.78%)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3.04%),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timely teaching metho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in ICU.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then improve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qualification rate of specialized skill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is higher. 

【Keywords】  intensive care unit; Timely teaching method; Learning efficiency;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cademic record 

 
临床护理实习是护理学生迈向临床的第一步，也

是护生产生临床思维模式与获取、归纳知识的必经过

程，临床教学质量将直接影响护生理论知识向临床实

际能力转变的效果[1-2]。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ntensive ca
re unit，ICU）的环境、临床护理工作性质特殊，涉及

理论知识面较广，操作专科性较强，这给护生的护理

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临床护生较为年轻，拥有丰富的

探究精神，传统临床带教方法难以满足当前临床带教

需求，带教效果不甚理想[3-4]。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

大程度上改变日常生活与交流方式，信息化、网络化

技术也逐渐在护理临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5-6]。及时

教学法是以网络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强调基于网络的

学习任务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但当前临床关

于及时教学法应用于 ICU 临床带教的研究较少，基于

此，本研究选择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于我院 IC
U 实习的护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及时教学法在 ICU 临

床护理带教中应用效果，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于我院 ICU 实

习的护生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带教方法的不同将 92
名护生分为两组，各 46 名。纳入对象均为我院临床实

习护生，并对本研究知悉同意，实习期间未发生不可

抗力导致实习中断，能够熟练使用微信。观察组男 2
名，女 44 名；年龄 20-26 岁，平均年龄（23.21±
0.45）岁；文化程度：大专 22 名，本科 16 名，硕士 8
名。对照组男 3 名，女 43 名；年龄 20-27 岁，平均年

龄（23.25±0.48）岁；文化程度：大专 23 名，本科 16
名，硕士 7 名。两组护生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护生的教学内容均为 ICU 常见疾病的相关护

理措施，教学周期为期 6 周。两组带教老师均由具有 5

年以上 ICU 带教经验的主管护师担任，且两组带教老

师再教学经验、文化程度、年龄上均无统计学差异。

对照组采用传统 ICU 临床带教方法进行带教，内容如

下：带教老师按照教学大纲进行临床护理带教，常规

向护生讲解 ICU 相关护理内容，开展操作示例，带领

护生进行护理查房，以老师教学为主。观察组采用及

时教学法进行带教，内容如下：（1）制定教学方案与

内容：带教老师根据实习大纲与教学内容为实习护生

制定教学计划，并以此为基础收集、整理教学所需资

料，包括 ICU 基础护理知识、情景教学演练、护理实

操技能流程等内容的录像、图片等，将上述资料应用

多媒体技术制作为微课与小视频。（2）方法宣教：在

护生进入 ICU 实习前，首先由带教老师向其讲解及时

教学法的相关内容，包括目的、方法及师生互动内容

等，鼓励护生提问，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嘱其积极配

合及时教学法的实施。（3）提前预习：护生入科实习

前 1 周，告知学习相关内容，嘱其提前进行预习，并

开展 ICU 相关知识题库测试，结合测试结果，了解护

生在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4）教学：带教老师结合

测评结果，适当调整教学方向与内容；技能操作示范

教学过程中，增加护生演示与讨论环节，鼓励其积极

交换意见，发表看法；依据学习进度制定课后作业，

并拟定新的预习内容，嘱其课后积极进行自主学习。

（5）建立微信群：带教老师组建微信群，邀请护生加

入，护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通过微信与老师进

行沟通交流。（6）质量反馈：要求护生及时掌握已教

授的知识，并通过晨会提问与临床实操的方式对其学

习成效进行评估；同时通过带教工作测评表与护生综

合素质测评表进带教老师与护生的双向测评，以了解

临床带教质量。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学习效率、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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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技能合格率及满意度。（1）学习效率：对比两组

护生学习效率，采用我院自制学习效率调查表进行评

价，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2，重测效度为 0.862，
包括是否制定学习目标、如何实现目标、能否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目标等 10 个方面，满分 100 分，明显提高：≥90
分；提高：61-89 分；无效：≤60 分。（2）自主学习

能力：对比两组护生自主学习能力，采用我院自制自

主学习能力调查表进行评价，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3，重测效度为 0.860，包括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合

作能力及学习动机 3 个维度，各维度满分均为 100 分，

分数与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呈正相关。（3）学习成绩：

对比两组护生的学习成绩，按照教学大纲统一编写考

核试卷，包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综合成绩得分，

满分均为 100 分。（4）专科技能合格率：对比两组护

生专科护理技能合格率，根据 Shoqirat 专科护理测试

量表进行评价，包括相关专科理论、专科护理操作技

术、病情观察与应急处理能力、护理文书的书写能力

等方面，满分 100 分，≥85 分为合格。（5）满意度：

对比两组护生的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带教模式满意

度调查表进行评价，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2，重

测效度为 0.865，包括带教方法、带教老师职业素质、

管理患者的能力、维护学生利益及教学效果 5 个方面，

各部分满分均为 20 分，合计满分为 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用百分

比表示，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采

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学习效率 
观察组学习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自主学习能力 
观察组自主学习能力中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合作

能力、学习动机及综合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学习成绩 
观察组学习成绩中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综合成

绩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
5）。见表 3。 

2.4 满意度 
观察组满意度中带教方法、带教老师职业素质、

管理患者的能力、维护学生利益及教学效果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1 两组学习效率对比 n（%） 

组别 无效 提高 明显提高 

对照组（n=46） 12（26.09） 13（28.26） 21（45.65） 

观察组（n=46） 3（6.52） 14（30.43） 29（63.04） 

Z 2.156 

P 0.031 

表 2 两组自主学习能力对比（ sx  ，分） 

组别 自我管理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 学习动机 综合评分 

对照组（n=46） 76.72±5.85 72.57±4.49 75.39±4.60 75.11±4.13 

观察组（n=46） 84.86±6.19 80.17±4.92 83.45±5.82 83.05±4.82 

t 6.482 7.739 7.369 8.484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两组学习成绩对比（ sx  ，分） 

组别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综合成绩 

对照组（n=46） 79.83±4.65 75.79±4.43 76.87±4.45 

观察组（n=46） 90.11±5.60 82.86±5.15 85.92±5.34 

t 9.579 7.059 8.830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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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满意度对比（ sx  ，分） 

组别 带教方法 带教老师职业素质 管理患者的能力 维护学生利益 教学效果 

对照组（n=46） 16.25±1.82 15.65±1.32 16.62±0.93 15.59±0.77 15.48±0.69 

观察组（n=46） 19.24±0.35 18.82±0.45 19.45±0.42 18.88±0.46 18.83±0.42 

t 10.942 15.417 18.810 24.878 28.12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5 专科技能合格率 
观察组专科技能合格 39 名，合格率为 84.78%（3

9/46）；对照组专科技能合格 29 名，合格率 63.04%
（29/46）。观察组专科技能合格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5.637，P=0.018）。 
3 讨论 
临床护理实习为提升护生对临床护理知识的认知

及临床实操护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可为今后高质量的

临床护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7-8]。临床护理实习作为护

理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对护理教学质量与

护生综合素质造成直接影响。ICU 患者病情复杂多变，

ICU 护理人员通常需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与较强的实

操技能，但受到 ICU 工作与环境特殊性的影响，临床

实习的难度较大，探求新的教学方法、提升护生临床

实习质量，是当前 ICU 教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9-10]。 

传统带教模式以带教老师为主，按照教学计划对

护生进行跟班式的培训，护生的自主性较差。加之 ICU
患者病情危重，护理任务繁重，带教老师的讲解、指

导时间相对较少，进而影响整体教学效果，不利于护

生的学习成绩的提升[11-12]。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自主学习能力中学习效率优于对照组，自我管理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学习动机及综合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学习成绩中中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及综合成绩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满意度中带教方法、带教老师职业素质、

管理患者的能力、维护学生利益及教学效果评分和专

科技能合格率高于对照组，提示及时教学法在 ICU 的

临床护理带教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及时教学法是

一种从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衍生而来的教学方法，

相较于传统教学法将更多的主动性交与护生，以护生

自主学习为基础开展教学，联合基于网络的学习任务，

以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目的。本研究将及时教学法应

用于 ICU 的临床护理带教中，要求护生在入科前进行

提前预习，通过自主学习，提前明确学习目标，了解

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自行进行查漏补缺，以便于充

分理解、掌握相关护理知识。带教老师可通过测评在

教学开展前了解护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调

整教学方向与内容，使得教学更具针对性，达到更好

的教学效果[13-14]。相较于常规带教方法，及时教学法

是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制定教学内容，可最大程

度上提高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思维与能

力，提升专业知识水平与能力，更好的融入 ICU 的临

床护理工作中。及时教学法作为强调网络学习的方法，

利用网络引导护生进行课外的自主学习，可促使护生

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与信息阅读能力，配合组内

讨论，可增强护生间的了解与默契，提升团队合作能

力，为护理配合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15]。及时教学法

将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教学相结合，要求带教老

师利用多媒体将各种带教内容制成微课及小视频等，

符合当下临床对临床带教的信息化要求，有利于提升

带教老师的临床带教能力与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教

学质量。但当前临床关于及时教学法应用于 ICU 临床

护理带教中的相关报道较少，试验设计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可能对研究结果可信度及准确性造成一定影响，

临床仍应不断进行实践、研究，以不断完善及时教学

法的相关内容，旨在为临床护理带教提供更为可靠的

指导。 
综上所述，将及时教学法应用于 ICU 的临床护理

带教中，能够改善教学质量，提高护生的学习效率、

自主学习能力，利于提升学习成绩与专科技能合格率，

进而获得更高的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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