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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护生核心胜任力为基础的临床路径教学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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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核心胜任力的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在感染性疾病科实习护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将 82 名实习护生随机分为观察组（42 人）和对照组（40 人）。观察组实施临床路

径教学模式，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于入科第 1 天和出科前 1 天采用护士核心胜任力评价量表进行评价，

并在出科前检测实习护生对于临床带教满意度。结果 在感染性疾病科实习 4 周后，观察组的核心胜任力总

分和各维度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并且观察组护生对临床带教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在感染性疾病科应用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可明显提高实习护生的核心胜任力，并增强其对临床

带教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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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effect and value of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based on improving 
core competence in the teaching of nursing students in gastroenterology. Methods 82 nursing students in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42) and control group (n=40).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ainedthrough the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based on improving core competenc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inedthrough the traditional nursing teaching model. The two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core competence on the first day and last day in gastroenterology, and compared the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odes.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internship in gastroenterology,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of core competence(P<0.05),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od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ode in gastroenter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nursing students, consolidate their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enhanc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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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核心胜任力（Core Competency）属于职业

核心能力，它使护士能够迅速适应岗位的变化，顺

利进行相关护理活动，具有普遍性、可迁移性和工

具性的特点[1,2]。实习护生的核心胜任力是护理专业

实践中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也是衡量护理教育质

量的标准之一[3]。但在临床护理教学过程中，实习

护生的核心胜任力不高，且其评判性思维能力、领

导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等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临床路径教学法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

并将学习时间管理具体化，对实习护生按照标准化

模式进行教学，以达到规范医疗行为、减少资源浪

费、提高护理质量的目的[4]。本研究旨在通过临床

路径教学的方法，探讨其对提高实习护生核心胜任

力的效果，为临床实践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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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8 月～2021 年 5 月在某医学院校

第三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实习护生 82 人。其中

观察组 42 人，男生 3 名，占 7.14%，女生 39 名，

占 92.86%；本科学历 33 人，大专学历 9 人；平均

年龄（21.34±0.55）。对照组 40 人，男生 2 名，占

5%；女生 38 名，占 95%；平均年龄（21.12±0.78）；

本科学历 32 人，大专学历 8 人。两组实习护生在性

别、年龄、学历上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研究方法 
（1）带教老师的选择 
带教老师在感染性疾病科工作满 3 年及以上，

职称为主管护师及以上，并经护理部考核合格后批

准成为带教老师。为避免教学效果交叉影响，两组

带教老师仅负责本小组教学。 
（2）观察组实施临床路径教学法 
①建立临床路径教学小组 
成立临床路径教学小组，由科护士长作为组长，

小组成员为观察组带教老师。对观察组带教老师进

行统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护士核心胜任力的相关

知识，如何实施临床路径教学等内容。 
②临床路径教学表单的编制 
临床路径教学表单的制定是在查阅文献的基础

上、结合感染性疾病科的特点、多次征求护理专家

建议的基础上制定的。该临床路径教学表单以教学

大纲及带教时间为轴线，以提升实习护生核心胜任

力为目标，制定 4 周的学习计划，并将实习护生需

要掌握的理论知识内容和技能操作由易到难分解到

每周的教学内容中。具体带教内容为[5]：第 1 周：

介绍科室环境、规章制度、常用仪器及存放；讲解

各班护士职责、工作流程；讲授感染性疾病科患者

常用的药物及药理、出入院护理等。本周主要核心

胜任力目标为人际沟通能力、临床护理能力。第 2
周：指导护生全程跟踪 1～2 名患者，指导其进行教

学查房并观察患者的病情，与患者做好有效沟通并

完成相应的护理操作和护理文书书写，讲解常用药

物和特殊药物使用的注意事项，危重患者的病情观

察及护理。带教老师评估护生对分管患者的掌握情

况及全程跟踪情况，同时纠正存在的问题。本周主

要核心胜任力目标为人际沟通能力、临床护理能力、

评判性思维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第 3 周：让护生

独立完成相应的护理操作，并进行病例的整理。讲

解危重患者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带教老师全程观

察护生操作并进行总结。本周主要核心胜任力目标

为人际沟通能力、临床护理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第 4 周：带教老师全面评估护生对

分管患者的掌握情况及全程跟踪情况，同时纠正存

在的问题。本周主要核心胜任力目标为人际沟通能

力、评判性思维能力、自我发展能力。 
③临床路径教学表单的应用 
带教老师将临床路径教学表单发放给实习护

生，让其了解实践教学目标。老师预先每天安排一

个实践教学主题，让学生提前预习并查阅相关知识，

在当天实践教学结束后根据实习护生的回答情况予

以补充和评价。教学查房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

式教学进行，以较为典型的住院患者为案例，最终

让实习护生独立完成查房。 
（3）对照组传统教学方法 
对照组实习护生给予传统的带教方法，带教组

长根据实习带教大纲及感染性疾病科所必须掌握的

临床知识和技能制定 4 周的学习内容。带教老师通

过护理查房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床边示教相应的

技能操作。 
1.3 评价方法 
实习护生核心胜任力量表[6]包括 5 个维度共 33

个条目，即个人特质（7 条目）、临床护理能力（13
条目）、支持和人际沟通能力（5 条目）、评判性

临床思维能力（5 条目）、专业建设和自我发展能

力（6 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5 级标度法计分，得

分越高表示实习护生的核心胜任力越好。该量表

Cronbach，a 系数为 0.856，内容效度指数为 0.91。在

护生进入科室入科前和出科前，分别由带教老师通

过观察和感受对护生进行胜任力测评。出科前以自

制问卷检测两组护生对实习满意度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分

析、t 检验和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实习前后核心胜任力总分及各维

度得分比较 
结果显示，实习 4 周后观察组护生的核心胜任

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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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生实习前后核心胜任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分，x±s) 

指标 阶段 观察组（n=42） 对照组（n=40） t P 

良好个人特质 
实习前 31.33±2.45 31.21±2.38 -0.357 0.821 

实习后 33.67±2.52 31.75±2.23 2.332 0.017 

临床护理能力 
实习前 46.38±5.35 46.79±5.28 0.431 0.574 

实习后 50.74±5.28 47.01±5.45 2.373 0.021 

支持和人际 
沟通能力 

实习前 20.37±2.33 20.46±2.11 -0.440 0.889 

实习后 22.77±2.35 20.99±2.76 2.703 0.010 

评判性临床思维能

力 

实习前 16.68±2.68 16.81±2.95 -0.362 0.739 

实习后 18.98±2.55 17.05±2.37 3.357 0.001 

专业建设和自我发

展能力 

实习前 21.74±2.01 21.88±2.12 -0.389 0.799 

实习后 23.77±2.77 21.95±2.38 2.336 0.016 

总分 
实习前 136.50±14.82 137.15±14.84 -0.383 0.866 

实习后 149.93±15.47 138.75±15.19 3.266 0.000 

 
2.2 两组护生对临床带教满意度比较 
结果显示，实习 4 周后观察组护生对临床带教

满意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实习护生对临床带教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χ2 P 

观察组 42 40（95.23） 
6.137 0.015 

对照组 40 33（82.5） 

3 讨论 
3.1 临床路径教学模式提高了实习护生的核心

胜任力 
传统的临床护理带教方式大多是按照“单纯传

带”的方式进行，按照实习大纲制定临床带教计划，

这种带教模式使护生学习到的知识仅限于在实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实习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

容易因带教老师的个人经验或工作繁忙而出现遗漏

和疏忽的现象，使临床带教缺乏系统性、启发性和

针对性[7,8]。本研究采用临床路径教学法，以提升护

生的核心胜任力为目的，结合感染性疾病科实习大

纲制定临床路径教学表单；在临床带教的过程中，

实习护生和带教老师相互监督，保证有效落实实习

计划；同时，带教老师根据护生的每周讲课情况进

行评价和总结；教学查房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方法，有意识的培养了实习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

在感染性疾病科实习 4 周后观察组护生在评判性临

床思维能力、临床护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

发展能力等得分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故临床路径带教模式的教学更有

利于实习护生核心胜任力的提升。 
3.2 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增加了实习护生的满意

度 
基于核心胜任力的临床路径教学模式，具有明

确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路径，使带教老师和实习护生

在整个带教过程中，可以有计划的对疾病的临床表

现、常用药理等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

提高临床带教质量；同时结合护生的讲课、讨论、

总结等让其对相应的疾病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

合，更加体现了实践性教学的特点[9,10]。本研究结果

显示，实习护生对于基于核心胜任力的临床路径教

学模式满意度较高（P<0.05）。本研究在实习带教

过程中，让护生尽快适应感染性疾病科的工作，在

较短时间内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提高了护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教老师和实习护生在对相关

知识进行总结和评价的过程中，不断拓展理论知识

和临床护理操作能力，在提高实习护生核心胜任力

的同时，也提升了临床老师的带教能力，提高了临

床护理教学质量，护生对教学过程和教学交给较为

认可，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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