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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带教模式在呼吸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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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提高呼吸科护理带教质量为研究目标，在临床中实施一对一带教模式，明确其对呼吸科护

生的影响。方法 以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时间段中院内接受呼吸科护理带教的 40 例护生为分析对象，于

2022 年 1 月-12 月期间行常规带教（作为对照组），于 2023 年 1 月-12 月期间行一对一带教模式（作为观察组），

对带教情况进行分析。结果 护生各项情况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带教质量方面，两组

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结论 在临床中实施一对一带教模式，有利于提高呼吸科护生综合能力、基

本技能、操作技巧、急救护理等方面水平，保证带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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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one to one belt education model in respiratory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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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eaching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the one-to-one 
teaching model was implemen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was clarified. Methods 40 nursing students who received nursing care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i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analyzed. They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a pair of teaching mode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3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valu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P<0.05). In terms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valu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to-one 
teaching mode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basic skills, operation skills, 
emergency nurs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respiratory department,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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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疾病是指影响呼吸系统功能的各种疾病，

包括但不限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肺炎、肺癌、

肺纤维化等。不同类型疾病患者普遍存在咳嗽、呼吸困

难、胸痛、呼吸急促、喘息等临床症状，随着病程发展

会对肺部功能造成严重损害，增加死亡风险。从实际情

况来看，在给予患者针对性治疗的同时，还需要配合相

应的护理措施，保证护理效果，增强整体疗效，为患者

生命健康提供保障[1]。因此，需要重视并加强呼吸科护

理带教工作，提高带教效果，确保呼吸科护理人员具备

全面的护理技术与知识，可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完成各

项护理操作，保证护理质量[2]。文中以提高呼吸科护理

带教质量为研究目标，在临床中实施一对一带教模式，

明确其对呼吸科护生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时间段中院内接受呼

吸科护理带教的 40 例护生为分析对象，于 2022 年 1
月-12 月期间行常规带教[20 例作为对照组，男 3 例，

女 17 例，年龄 20-25 岁，均值（22.01±0.02）岁]，于

2023 年 1 月-12 月期间行一对一带教模式[20 例作为观

察组，男 3 例，女 17 例，年龄 20-24 岁，均值（22.03±0.04）
岁]。经统计学系统处理两组基础资料相关数据信息后证

实可比性高（P>0.05）。此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审批。择取要求：均为呼吸科实习护生；资料齐全。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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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求：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带教 
按照常规标准进行呼吸科护理知识讲解，组织护

生进行实践操作，带教结束后进行相应的考核。 
1.2.2 观察组行一对一带教模式 
①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明确护生带教老师，带

教老师根据护生的学习需求和护理技术水平，制定科

学、合理的学习计划。②提供系统的知识培训：根据学

习目标，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

法、学习时间安排等。确保学习计划合理安排，考虑到

护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为护生提供相关的教材

和学习资源，如教科书、学习资料、在线课程等。帮助

护生建立系统的学习框架，便于深入学习和理解。根据

护生的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讲解和指导。可

以通过讲解、演示、案例分析等方式，帮助护生理解和

掌握呼吸科护理基础知识。要求护生定期复习已学知

识，巩固和强化学习效果。并定期进行知识评估和测

试，检查学习进度和效果，及时调整学习计划。还可以

通过讨论真实案例和模拟实际情境，帮助护生理解护

理原则和应对不同情况的方法。可以让护生分析案例，

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促进思维和交流，有利于

提高护生综合能力。③加强实践指导：详细说明呼吸科

护理操作的步骤和流程，包括准备工作、操作方法、注

意事项等，确保护生清楚理解整个操作流程。进行实际

操作演示，向护生展示正确的护理技能和操作流程。让

护生根据演示内容进行实际操作，可以一边操作一边

指导，及时纠正错误，帮助护生掌握正确的技巧。在操

作结束后，及时给予护生反馈，指出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改进的地方。总结操作经验，强调重点和注意事项。

鼓励护生进行反复练习，巩固操作技巧，确保掌握。④

持续跟踪和评估：在每次实际操作结束后，可以让护生

自评操作过程，记录下其自我评价和感想，然后再给予

带教老师的评价和反馈，指出其做得好的地方和需要

改进的地方。同时，在护生整体学习过程中，持续跟踪

护生的学习进展，及时评估护生的学习效果。根据评估

结果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帮助护生不断提升专业技

能和知识水平。安排定期的练习测试或考核，测试护生

对呼吸科护理操作的掌握程度和技能水平，以便及时

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1.3 判断标准 
（1）对两组护生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包括理论知

识掌握程度（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调查量表，0-100 分，

分值越低则理论知识掌握程度越差）、综合能力（综合

能力评估量表，0-100 分，分值越低则表示综合能力越

差）、基本技能（呼吸科基本护理技能评估量表，0-
100 分，分值越低则表示技能掌握程度越差）、操作

技巧（呼吸科护理操作技巧评估量表，0-100 分，分值

越低则表示护理操作技巧掌握程度越差）、急救护理

（呼吸科急救护理能力评估量表，0-100 分，分值越

地则表示急救护理能力越差）。 
（2）评估两组带教质量，带教质量评估量表，评

估项目包括带教内容、带教方法、带教效果，每项 0-
30 分，分值越低则表示带教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软件分析数据，t 和x±s 为连续性

变量中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卡方和%为计数资

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或价值。 
2 结果 
2.1 各项情况分析 
护生各项情况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

（P<0.05）。如表 1 所示。 
2.2 带教质量分析 
带教质量方面，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值更高

（P<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提高呼吸科护理带教工作水平有着重要作用，首

先，通过提升呼吸科护理带教水平，护士能够更好地了

解呼吸科疾病的特点、护理要点和常见并发症，从而提

高对患者的护理质量，减少护理风险[3]。 
表 1  比对两组各项情况[（x±s）（分）] 

组别（n=20） 理论知识掌握程度 综合能力 基本技能 操作技巧 急救护理 

观察组 91.20±3.69 88.52±5.97 89.91±5.78 90.03±3.13 89.86±3.95 

对照组 82.96±0.79 76.13±4.11 75.21±3.27 83.30±1.12 75.25±2.31 

t 9.765 7.644 9.899 9.053 14.278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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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比对两组带教质量[（x±s）（分）] 

组别（n=20） 带教内容 带教方法 带教效果 

观察组 35.38±3.19 35.49±3.10 35.41±3.33 

对照组 28.57±2.39 28.58±2.28 28.67±2.39 

t 7.640 8.030 7.353 

P 0.001 0.001 0.001 

其次，提高呼吸科护理带教水平可以不断提升护

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提高

工作满意度。临床对于呼吸科护理带教工作，主要会采

取常规模式进行，虽然能够让带教工作进行，但是不能

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带教质量[4]。 
一对一带教模式是一种个性化教学方法，通过一

名教师或导师与一名学员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进

行针对性的教学和指导[5]。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可以更

加关注学员的学习需求和个性化特点，为其提供更加

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和指导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将其应用到护理带教中，由制定的带教老师，针对

某个护生进行个性化的护理教育和培训，通过面对面

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指导，以提高护生的护理水平和技

能[6]。一对一带教模式相比常规护理带教模式更加灵

活、个性化，能够更好地提高学员的学习效果和技能水

平，是一种高效的护理教育模式[7]。将其应用到呼吸科

护理带教中，可以根据护生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教学内

容和方案，更好地满足护生学习需求，提高带教效果。

结合文中研究结果，护生各项情况方面，两组相比，观

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带教质量方面，两组相比，

观察组各项值更高（P<0.05）。提示，呼吸科护理带教

中应用一对一带教模式效果较佳。究其原因，通过明确

不同护生带教老师，针对护生实际情况，结合护生学习

能力及学习方式，合理安排学习计划[8]。按照护生情况

提供对应的学习教材与资源，利用多种方式开展知识讲

解，提高护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加强实践指导，在提

高护生基础护理、急救护理、操作技巧的同时，培养综

合能力；重视护生学习情况的持续跟踪与评估，及时调

整带教方案，提高护理带教质量[9]。但是中纳入例数较

少，存在局限，需要对应用价值进一步分析，明确效果。 
综上所述，在临床中实施一对一带教模式，有利于

提高呼吸科护生综合能力、基本技能、操作技巧、急救

护理等方面水平，保证带教质量，这对提高呼吸科护理

带教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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