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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护理教学中采用临床路径教学的效果分析

杨江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目的 分析在消化内科护理教学中开展临床路径教学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现将 2021年 1月至 2023
年 1月期间我院消化内科接收的 30名低年资护士以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实验组 15名和参比组 15名，参比组护士

开展常规护理带教管理，实验组护士则开展临床路径教学管理模式，详细对比两组不同带教管理模式最终取得

的临床效果。结果 管理后两组各项指标结果经过对比显示，实验组临床护理带教管理质量以及护士培训过程中

的学习积极性评分均高于参比组，护士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考核结果均高于参比组，护理综合能力考

核评分以及对此次带教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参比组，两组数据结果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消化

内科护理带教管理中开展临床路径教学管理模式，对于提升临床带教管理质量、增强护士的学习积极性以及提

高护士的护理工作综合能力发挥着重要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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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using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in gastroenterology nursing teaching

Jianghong Y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in gastroenterology
nursing teaching.Methods will now during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3 during our digestive medicine receive 30 low

seniority nurses with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15 and 15, reference group nurses in routine

nursing teaching management, experimental group nurses in clinical path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detailed contrast

two group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eventually achieved clinical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two groups,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management quality and nurse training learning enthusiasm scores are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assessment results are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nursing comprehensive ability assessment score and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score are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two groups of data result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athway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in the nursing teaching manage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teaching management, enhancing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of nurses an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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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工作质量的优劣会直接影响临床护理服

务形象以及患者的疾病治疗，而入科带教管理是培养

优秀护理人才的重要环节。尤其是针对刚入科的低年

资护士若能获得专业优质的带教指导，可进一步提升

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以及岗位责任意识。同时优质专

业的护理服务不仅能够充分体现临床护士的专业水平，

更能为患者的疾病救治提供更多帮助和辅助支持，从

而可促进患者疾病治疗效率[1-2]。为此，我院对消化内

科低年资护士开展了临床路径教学法，并将其与传统

教学模式进行了详细对比，具体分析对比详情见下文

阐述：

1 基础资料与教学方法

1.1基础资料

随机选取 2021年 1月至 2023 年 1月期间我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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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科接收的低年资护士 30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通

过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的所有护士分成两组开展培训

研究，组别类型包括实验组和参比组，每组中护士人

数为 15名，参比组护士年龄在 21～25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23.0±1.2）岁；实验组护士的年龄在 22岁～

2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3.5±1.3）岁，两组护士临

床基础资料对比后显示为（P＞0.05）存在临床可比性。

1.2教学方法

给予参比组护士常规带教护理管理，管理内容：

带教老师通过对护士的基础能力进行评估后，根据护

士的基础能力结合临床教学经验进行入科带教讲解和

入科指导，同时配合板书教学、视频播放、临床实践

以及总结考核。实验组则开展临床路径教学法，①评

估分析：首先带教老师要全面评估分析低年级护士的

心理状态、基础能力以及岗位责任意识，通过考核评

估了解护士的综合情况，根据不同能力的护士制定针

对性的带教方案。②第一阶段：开展入科教学，由带

教老师组织护士进行入科观摩，同时配合视频软件播

放，使护士能够充分掌握消化内科的日常护理工作流

程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并且了解掌握护士入科期间

的心理状态，给予正确的教育引导以及鼓励安慰，减

轻护士的心理负担，提高护士的岗位责任意识以及对

岗位的热爱度。③第二阶段：带教老师要通过筛选消

化内科的典型病例设计出多元化的情景模拟演练方案，

对护理人员开展小组式教学演练，确保每个小组成员

能够轮流担任不同角色，掌握护理过程中的各环节要

点以及患者需求，并由带教老师做最终的总结分析，

通过反复演练学习，提高护士对消化内科护理理论知

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的掌握度，并且能够提高护士的

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④第三阶段：带教

老师为小组成员制定出自我学习任务，鼓励护士通过

网络技术查阅多方资料，共同努力解决学习任务，并

制定出整改方案，最终由带教老师组织小组成员进行

讨论分析，将制定的护理方案进行探讨，从而激发护

士的学习兴趣、潜在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⑤第四

阶段：带教老师组织护理小组进入临床进行 1对 1带

教，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带教老师可通过微信学习群随

时回答护士提出的问题，并且给予正确的指导，定期

进行讨论分析，对实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纠正，

从而进一步提高护士的学习综合能力。

1.3观察指标

①通过调查问卷表评价两组带教管理质量，最高

分值为 10分，分数越高则表示培训质量越好。②带教

老师根据消化内科的护理教学管理标准对组间护士实

习过程中的学习积极性、护理理论知识掌握度、临床

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合作、风险识别、沟通、解决问

题、创新）等综合能力进行全面考核，考核指标的最

高分值为 10分，最终得分越高则表示指标越好。③运

用调查问卷表评价两组护士对此次带教管理的满意度，

评价内容主要分为三项，其中包括非常满意、基本满

意和不满意，带教总满意度=（非常满意+基本满意）

例数/总例数×100%。

1.4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分析，计数资料实

施χ2检验，计量资料实施 t 检验，最终数据对比后有

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组间护士的各项考核评分结果

通过带教培训后，实验组教学培训质量和护士学

习积极性评分均高于参比组，（P＜0.05）；最终实验组

护士的理论知识掌握度和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考核评分

均高于参比组，（P＜0.05），见下表 1。

表 1 两组考核结果对比（n=15，χ±s）

组别 带教管理质量/分 学习积极性/分 理论知识掌握度/分 实践操作能力/分

实验组 9.3±0.7 9.5±0.5 9.2±0.8 9.6±0.4

参比组 8.2±0.4 8.6±0.3 8.3±0.5 8.8±0.3

t值 5.2842 5.9779 3.6948 6.1967

P值 0.0000 0.0000 0.000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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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护士临床护理综合能力考核结果

最终考核结果显示，实验组 15名护士的（团队合

作、风险识别、沟通、解决问题、创新）各项综合能

力考核结果分别为（9.5±0.3）分、（9.0±0.6）分、（9.3±0.5）
分、（9.4±0.6）分、（9.1±0.7）分，其数据结果已明显

高于参比组护士综合能力评分结果的（8.7±0.2）分、

（8.6±0.4）分、（8.9±0.4）分、（8.3±0.4）分、（8.4±0.5）
分，两组数据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5933、2.1483、
2.4194、5.9079、3.1515，P=0.0000、0.0405、0.0223、
0.0000、0.0038）。

2.3两组带教管理满意度调查

经过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护士对本次带教护理

管理表示非常满意 9例、基本满意 5例、不满意 1例，

最终带教管理满意度为 93.3%（14/15）例，参比组带

教管理满意度为 60.0%（9/15）例，其中包括非常满意

6 例、基本满意 3 例、不满意 6例，两组结果对比存

在统计学意义（χ²=4.6584，P=0.0309）。
3 讨论

临床护理带教是为医院培养优秀护理人员的重要

环节，尤其是针对消化内科护理工作，由于消化内科

各类疾病治疗周期较长，多数患者受病情影响会存在

负性情绪以及认知度不足问题，故此会增加临床护理

工作难度。所以不仅需要护理人员在工作中具备扎实

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临床操作能力，还需要具备良好

的风险识别能力、沟通能力、健康宣教能力和应急处

理能力[3-4]。为进一步满足患者对临床护理服务的需求，

我院对消化内科带教管理中开展了临床路径护理教学

法，且最终通过与常规带教模式对比发现，运用临床

护理路径教学法的实验组护理培训质量、护士的实习

积极性均优于采用常规带教管理模式的参比组；同时

实验组护士的护理理论知识以及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考

核评分均高于参比组，护士的综合能力以及护理带教

满意度各指标均优于参比组。之所以运用临床护理路

径教学模式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带教老

师对护士基础能力进行全面评估考核后，开展了针对

性的入科指导以及针对性的心理教育指导，可以及时

改善护士存在的过度紧张、恐慌、焦虑等负性情绪，

使护士能够积极面对后续的培训学习内容[5-6]。第二阶

段通过情景模拟演练以及案例分析总结，使护士能够

充分掌握临床护理工作对患者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以及

患者对护理工作的需求，真正认知到护理岗位的重要

性以及岗位责任意识，并且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临床

实践操作能力、沟通能力、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团队合

作意识。第三阶段由带教老师组织护士进行分组讨论，

通过制定典型案例以及针对性的问题分析，鼓励护士

运用互联网以及图书馆等多种方式查询分析案例问题，

从而能够激发护士的学习积极性、探索能力以及解决

问题能力[7-8]。第四阶段通过临床实践学习，并由高年

资护士进行全程指导以及带教老师的微信指导，使护

士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能够随时解决，真正做到了学

习的多元化及灵活性，最终可有效激发护士对护理工

作的热爱程度。

综上所述，将临床路径教学法应用于消化内科护

理带教管理中，可使临床护理带教质量得到良好提升，

增强护士的学习积极性，并且能够减轻护士的心理负

担，最终使护士的临床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操作能力得

到良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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