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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护理带教是帮助护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并巩固、深化和提高, 进一步让护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理论

的感性认识,从而培养她们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临

床工作 20年, 深感当今随着医学科技发展迅猛、生物医学模

式的转变,必须改变过去只注重技能的培养, 对护生进行全面

的素质培养,用以人为本的观念, 为护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实习

环境, 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 将理论知识灵活运

用于实践中,以适应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护理人员。

我们积累多年临床带教经验,现将体会总结如下:

1  重视学生的心理需求是做好临床带
教的基础

[ 1]

临床带教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学生的反馈, 要真正了解

学生的心理需求应多与学生交流。交流的方法有两种: ¹ 定

期召开学生座谈会; º为学生发放问卷。通过这两种方法我
们体会学生的需求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¹ 渴望受到尊重

和重视; º希望带教老师多从理论和技术方面给予指导, 以身

相教; »希望经常参加形式多样的护理教学查房和讲课, 了解

学科新知识。通过不断与学生交流和问卷调查, 我们即可发

现医院不同时期临床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和学生渴望解决

的问题,并针对同学们集中反馈的存在的问题,及时找出原因

着手解决,以找出提高带教水平的关键点满足学生的需求。

2  加强自身思想、业务素质的提高
随着护理学科的不断发展, 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已远远不

能够满足护理带教工作的需要, 只有树立/ 终身学习0的观念,

不断补充和更新知识, 对专科疾病的知识, 要知其所以然, 而

且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有严格的工作作风和奉献精神, 注重

仪表, 不断加强自我修养,珍惜病人的身体及生命, 热爱护理

专业,有新的意识观念和高尚的职业素养。并具有关爱护生、

帮助护生尽快进入护士角色的高度责任心。

3  培养护生对工作的责任感[ 2]

带教老师要培养护生对工作的责任感, 要使护生有严格

的工作方法, 严肃的工作态度, 体现在带教老师的一言一行

中,带教老师稍一疏忽将会给护生留下不良的影响。有的老

师说: 带学生是一种约束:带教老师, 每时每刻都要用护士的

素质来衡量自己。我们这样认为; 带教老师, 即要教护生过硬

的护理技能, 要带出良好的作风、要真正作到为人师表, 又要

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热爱护理专业, 有较强的进

取精神,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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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重技术操作规范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有时事多人少就会出现注重工作效

率而相应地忽略了技术操作规范。但在护生实习中, 这些问

题就要避免,因在示教过程中, 我们必须言传身教, 在严格遵

守无菌操作规范及查对制度的同时, 必须用正规的操作程序

规范示教,在护生基本掌握操作过程的前提下, 也能使自己的

护理技术操作日臻完善。

5  安排护理小组讲课教学查房[ 3]

在实习期间我们体会学生非常重视护理教学查房和护理

讲座,他们多数认为自己专科知识掌握得不扎实、对新知识、

新技术缺乏了解, 想通过正规查房和讲座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因此、护理带教老师和学生共同抓起,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

带教是护理查房与业务学习成功的关键, 这促使各个科室护

理查房多样化、规范化、护理部规定科室每月开展一次正规护

理查房和业务学习, 护理查房不脱离病人并全员参加,护理部

根据题目选择性参与, 以进一步了解查房与讲课成功与否, 并

从中发现问题, 对与组织非常成功的科室将他们的经验和选

题精心策划,并认真准备, 充分检索资料, 通过全院规范化的

管理,护士们从被动参与到主动选题, 每次查房都使同学们受

益非浅。2)临时小讲课应考虑到学生的真实需要, 我们每周

给学生进行一次小讲课。讲课题目由科上报。护理部根据各

届学生认为优秀的题目和授课教师给予选定。目的是保证每

次小讲课的效果, 讲课的方式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可让学生

主讲时,教师要精心选题, 周密组织讲课计划, 并对学生的讲

课态度给予评价。思想、条理、内容、效果、表达能力进行补充

评价、既弥补主讲学生的知识缺陷 ,以开阔全体学生思路, 逐

渐培养学生由/会学0过度到学会, 学生主讲这种方法,使学生

通过独立思考使用知识, 查找书籍获得新知识, 激发学生的思

维活动。

6  护理部统一规范全院带教工作

为保证教学计划的落实, 护理部对每个承担临床教职工

作的病房设一名教职工学者, 老师负责对学生进行规范管理,

其主要职责为: 对第一组学生制定专科临床实习计划,了解实

习计划内的落实情况, 对科里特殊操作集中进行讲解,并与带

教老师共同对学生进行出科考试, 负责学生的考勤, 组织并参

与具体的教学活动, 负责病房带教职工护士的培训与考核, 征

求学生及带教老师对职工学习安排的意见。

7  注重护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对护生进行礼仪行为规范及医德规范的培养, 明确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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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增强

自身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护理工作中。

在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指导下, 努力为护生营造一个既严

谨又轻松的实习环境, 临床实习的护生, 脱离学校院来到临

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再加上对护士角色和护理专业的内涵

认识不足, 从心理和行为上不适应角色的转变, 而产生紧张、

担忧、恐惧的心理。所以与护生初次见面, 应以友好、真诚的

态度, 热情接待护生, 并用亲切自然的语言介绍自己, 对他们

不以命令的语气,不过多挑剔, 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

进步,多鼓励、少挑剔,评价护生时客观、公正、关心, 尊重和信

任学生,使她们在良好的气氛中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很好的运

用于实际工作中。以病人为中心, 提高临床带教质量, 增强病

人满意度。随着医疗服务的纳入消费法, 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与期望值越来越高,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而护生与正式

护士相比,业务技术生疏, 心理素质不成熟,缺乏临床经验, 导

致病人对护生产生排斥心理, 担心护理时给自己带来麻烦和

痛苦,所以带教老师要耐心向病人讲明由于专业的特点, 必须

在临床中实习, 才能达到实习目的, 争取病人的理解和配合,

并帮助护生加强与病人之间的心灵沟通, 取得病人的信任。

特别是在进行侵入性操作时多换位思考。站在病人的角度去

理解,这样才能更好的以病人为中心增强对病人的沟通能力,

例如在进行静脉输液时,首先让护生复习输液的目的, 无菌操

作原则及操作规程, 鼓励护生大胆细心, 并关心病人, 设身处

地为病人着想。其次向病人说明护生来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以取得病人的理解和配合,并坚持放手不放眼,对护生进行指

导、监督和帮助。操作中关心、体贴病人, 操作轻柔, 如一次穿

刺不成功时要谦虚请教老师,并向病人说对不起, 以增强病人

的安全感,提高病人的满意度。

8  运用整体护理观念指导护生
在临床带教中, 教会护生运用护理程序这种科学的工作

方法,带教老师应结合临床病例让护生针对性地提出该病人

现有的潜在的护理问题、护理措施, 在实施每个步骤时, 并按

护理程序的步骤逐步完成, 从而达到培养护生的创新意识和

灵活运用护理程序的能力,而使病人得到全面、整体的心身护

理。

9  提高护生法律意识,确保护理安全[ 5]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病人对医疗、护理技术水

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也不断用法律的眼光来衡量医疗、护理行

为,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护理专业本身的特性, 决

定了它是一种综合素质、沟通能力、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要求较高的职业。这就要求带教老师必须不断补充和更新知

识,将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的和潜在的法律隐患告知护生, 对

护生实习中存在的不恰当的工作方式, 潜在的护理隐患及时

纠正,并通过严格的教学制度管理和法律规范教育学生的法

律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护理纠纷的发生。

10  在临床实践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健康

教育能力
[ 6]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以人为本为中心的理念得到升华

巩固,健康教育工作为一种干预措施, 是解决病人健康问题,

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一种重要手段, 所以, 在临床带教中, 应

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病历, 指导护生有计划有步骤的制定健

康教育计划, 实施健康教育的技能, 了解患者的身心护理需

要,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特别注意培养护生的交谈与沟

通技能,使护生具备较好的健康能力, 能很快适应护理健康教

育实际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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