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相似， 临床技能和临床思维考核实验组得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 两组学生认为带教老师的学识渊博程度相

似， 对于带教老师答疑解惑的满意度评分实验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其原因在于实验组配备了契

合见习内容的多个学科的老师， 对各种疑问的解答既

专业又全面， 还能外延到相关领域， 给学生展示了一

个系统而清晰的综合知识体系， 实现了 “１＋１＞２” 的

效果； 同时， 实验组学生普遍认为多学科联合带教能

够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效提高学

生临床技能和拓展临床思维。
本研究存在相应的局限， 如选取的研究对象样本

量较小， 教学内容不够全面。 将来可通过涵盖更多教

学内容的大样本数据深入研究多学科联合见习带教模

式的有效性， 通过数据积累和教学成果总结， 为教学

模式创新和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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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的核心能力在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是指

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态度、 知识、
技能以及人际交往、 责任感等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体，
是护理教育应着重培养的护理人员必须具备的主要能

力［２］。 临床实习期是缩小护理实习生理论与实践差距

的重要过程， 临床护理教师的教学行为在促进学生的

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３］。 研究表明， 临床护理带教

老师的有效教学行为与护士生涯适应力呈中、 低度正

相关［４］， 与其焦虑水平呈负相关［５］， 对护理实习生成

绩产生积极作用［３］。 本研究从教育者教学行为这一外

·６７４·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第 ３５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５　 　



源性因素出发， 探讨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对护

理实习生核心能力的影响。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选取

武汉市两家三级甲等医院 ５０６ 名临床护理实习生作为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１） 实习时间≥１ 个月； （２）
自愿参加本研究。 排除因事假、 病假等原因调查期间

不在岗者。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一般资料 　 参考文献 ［２， ６］ 自行设计问卷，
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 学历、 学生干部、 选择专业原因、
专业喜爱程度、 从事护理相关职业的意愿等情况。
１ ２ ２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量表 （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ＩＮＳ） 　 该自评量表由

Ｈｓｕ 等编制［７］， 廖瑞雪等［８］ 翻译并修订形成中文版

ＣＩＮＳ。 该量表包括道德和责任 （１４ 个条目）、 一般临

床技能 （６ 个条目）、 评判性思维推理能力 （３ 个条

目）、 终身学习 （５ 个条目）、 临床生物医学科学 （５
个条目）、 关心 （５ 个条目） ６ 个维度， 共 ３８ 个条

目。 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法， 从 “完全不能胜

任” 到 “完全胜任” 分别为 １ ～ ５ 分， 总分 ３８ ～ １９０
分， 分数越高表明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越强。 本研究

中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５１。
１ ２ ３　 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评价表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ＮＣＴＥＩ） 　 该量

表中文版由潘靖菁［９］翻译并修订。 ＮＣＴＥＩ 量表包括教

学能力 （１７ 个条目）、 临床胜任 （９ 个条目）、 对护

理实习生的评价 （８ 个条目）、 人际关系 （ ６ 个条

目）、 个性特征 （７ 个条目） ５ 个维度， 共 ４７ 个条

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级评分法， 由 “从不” 到 “总是”
分别赋值 １ ～ ７ 分， 总分越高表示教师教学行为越出

色。 中文版 ＮＣＴＥＩ 用于临床教师自评， 与本研究的

评价方式存在差异， 故研究前选取 ３０ 名实习护士进

行预实验检测其在护理实习生人群中的适用性， 测得

其量表总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７９。 本研究已获得

量表作者授权。
１ ３　 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问卷星形式进行调查， 由

调查者在两所医院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实习生中发放问卷

链接。 采用统一的引导语解释调查目的、 意义， 并发

放二维码。 问卷采用无记名的方式填写， １０ ｍｉｎ 内填

写完毕， 完成问卷填写即视为知情并同意参加本研

究。 共回收问卷 ５０６ 份， 全部有效。
１ 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

入、 统计与分析。 对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采用频数、
构成比进行描述； 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得分、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得分符合正态分布， 采用ｘ±ｓ 表
示， 一般特征资料的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得分比较采

用 ｔ 检验， 方差分析；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比较核

心能力与其对有效教学行为评价的相关性。 将单因素

方差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护理实

习生核心能力得分作为因变量， 引入多元分层回归方

程 （α入 ＝ ０ ０５， α出 ＝ ０ １０） 分析护理本科生核心能

力的影响因素。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一般资料 　 ５０６ 份问卷中含 ２ 名研究生， 因样

本量小， 且实习经历与专科、 本科生不同， 未纳入分

析。 ５０４ 名纳入对象一般特征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护理实习生一般特征情况

特征因素　 　 　 　 　 　 　 　 人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２８ ５ ６
　 女 ４７６ ９４ ４
年龄 （岁）
　 １８～２０ ６７ １３ ３
　 ＞２０～２２ ３９０ ７７ ４
　 ＞２２ ４７ ９ ３
学历

　 大专 ２２０ ４３ ７
　 本科 ２８４ ５６ ３
学生干部

　 是 １９８ ３９ ３
　 否 ３０６ ６０ ７
第一报考志愿

　 是 ４０５ ８０ ４
　 否 ９９ １９ ６
选择专业的原因

　 个人兴趣 １７４ ３４ ５
　 他人建议 １４６ ２９ ０
　 容易就业 １４７ ２９ ２
　 专业调剂 ３７ ７ ３
专业喜爱程度

　 不喜欢 １３ ２ ６
　 有些不喜欢 １３ ２ ６
　 一般 １９８ ３９ ３
　 有些喜欢 ９２ １８ ３
　 喜欢 １８８ ３７ ３
从事护理相关职业意愿

　 是 ４１９ ８３ １
　 否 ５ １ ０
　 不确定 ８０ １５ ９
实习时长 （月）
　 ４～６ ４３２ ８５ ７
　 ＞６～８ ４７ ９ ３
　 ＞８ ２５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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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得分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

力以道德和责任维度得分最高， 评判性思维推理能

力、 临床生物医学科学维度得分较低。 详见表 ２。

表 ２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得分 （ｘ±ｓ）

维度 总分 维度均分

道德和责任 ６１ ９９±７ ３０ ４ ４２±０ ５２
关心 ２０ ９７±２ ８８ ４ １９±０ ５７
终身学习 ２０ ８６±３ １３ ４ １７±０ ６３
一般临床技能 ２３ ９２±３ ５８ ３ ９９±０ ６０
评判性思维推理 １１ ５５±１ ９９ ３ ８５±０ ６６
临床生物医学科学 １９ １８±３ ０５ ３ ８４±０ ６１
总分 １５８ ４８±１８ ３２ ４ １７±０ ４８

２ ３　 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得分　 临床护理教

师有效教学行为以临床胜任维度得分最高， 人际关系

维度得分最低。 详见表 ３。

表 ３　 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得分 （ｘ±ｓ）

维度 总分 维度均分

临床胜任 ５２ ８９±７ ２５ ５ ８８±０ ８１
教学能力 ９９ ０７±１２ ５７ ５ ８３±０ ７４
对实习生的评价 ４６ ４０±６ ８７ ５ ８０±０ ８６
个性特征 ３９ ２７±６ ８４ ５ ６１±０ ９８
人际关系 ３３ ４６±５ １８ ５ ５８±０ ８６
总分 ２７１ １１±３６ ４９ ５ ７７±０ ７８

２ ４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影响因素　 学历、 第一报

考志愿、 选择专业的原因为实习生核心能力得分的影

响因素， 因个人兴趣选择护理专业者核心能力得分最

高。 详见表 ４。

表 ４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的影响因素 （ｘ±ｓ）

影响因素 人数 核心能力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学历 ２ ８６４ ０ ００４

　 大专 ２２０ １６１ １１±１８ ４７

　 本科 ２８４ １５６ ４３±１７ ９８

第一报考志愿 ３ ２１２ ０ ００１

　 是 ４０５ １５９ ７６±１８ ２０

　 否 ９９ １５３ ２２±１７ ９４

选择专业的原因 １２ ４８０ ＜０ ００１

　 个人兴趣 １７４ １６５ ０９±１６ ３４

　 他人建议 １４６ １５４ ５０±１８ ４２

　 容易就业 １４７ １５５ ０６±１８ ６６

　 专业调剂 ３７ １５６ ６２±１７ ４０

２ ５　 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与护理实习生核心

能力的相关性　 护理实习生对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

行为的评价得分与其核心能力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呈正

相关。 详见表 ５。

表 ５　 临床护理教师有效教学行为与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的相关性 （ ｒ 值）

项目 临床生物医学科学 一般临床技能 评判性思维推理 关心 道德和责任 终身学习 核心能力总分

教学能力 ０ ２８６ ０ ２９６ ０ ３４８ ０ ３０７ ０ ２９４ ０ ３２５ ０ ３６４

临床胜任 ０ ２９１ ０ ２９０ ０ ３４２ ０ ３０１ ０ ３１０ ０ ３５０ ０ ３７３

对实习生的评价 ０ ２９３ ０ ３０８ ０ ３４３ ０ ２９８ ０ ３００ ０ ３５４ ０ ３７３

人际关系 ０ ２９６ ０ ２８５ ０ ３０９ ０ ２３２ ０ ２３１ ０ ３２３ ０ ３２３

个性特征 ０ ３３０ ０ ３３３ ０ ３６０ ０ ２９６ ０ ２５３ ０ ３６８ ０ ３７０

有效教学行为总分 ０ ３１５ ０ ３２０ ０ ３６４ ０ ３１０ ０ ３００ ０ ３６３ ０ ３８５

　 　 注： Ｐ 均＜０ ０１。

２ ６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为因变量， 学历、 第一报考志

愿、 选择专业的原因作为第一层自变量， 以教师的有效

教学行为得分为第二层自变量， 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进

入和剔除回归方程的 α 值分别为 ０ ０５ 和 ０ １０。 结果显

示， 学历、 ｘ１、 ｘ２、 有效教学行为进入回归方程， 可共

解释总变异的 ２１ １％， 得到拟合方程 ｙ＝１２３ ７１５－４ ０３４×
学历－２ ７６３ｘ１－７ ９５５ｘ２＋０ １８１×有效教学行为总分， 具有

统计学意义。 见表 ６。

３　 讨　 论

本研究中护理实习生对临床教师有效教学行为评

价条目均分为 （５ ７７±０ ７８） 分， 与任春裕等［６］的研

究结果［（５ ８０±１ ３３）分］趋于一致， 提示随着护理学

科的发展， 临床教学医院与医学院校的合作不断深

入， 临床护理教师参与到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 教学

培训， 其教学方式更灵活、 教学理念越发成熟， 实习

生对教师有效教学行为感知更多元化， 对教师行为的

评价逐步提高。
本研究中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总均分为 （４ １７±

０ ４８） 分， 与杜丽等［２］ 对护理本科实习生的调查结

果 ［ （４ ０７±０ ３２） 分］ 基本一致， 各维度得分均大

于中位数 （３ 分）， 说明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属于中

等偏上水平， 高于郜心怡等［１０］ 对高校在读护理学生

的测量结果 ［ （３ ６７±０ ５８） 分］。 提示临床实习期是

培养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的重要阶段， 是其整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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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

项目 β 值 β′值 ｔ 值 Ｆ 值 ｒ２值 调整后 ｒ２值 Ｐ 值

第一层 ９ １９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７５

　 常数 １７４ ３１９ — ４９ ２８７ ＜０ ００１

　 学历 －３ ５５０ －０ ０９６ －２ ２１１ ０ ０２７
　 ｘ１ －９ ２９１ －０ ２３０ －４ ５０９ ＜０ ００１
　 ｘ２ －８ ９４７ －０ ２２２ －４ ４３１ ＜０ ００１

第二层 ２２ １７９ ０ ２１１ ０ ２０２

　 常数 １２３ ７１５ — １８ ８９４ ＜０ ００１

　 学历 －４ ０３４ －０ １０９ －２ ７０２ ０ ００７
　 ｘ１ －７ ４００ －０ １８３ －３ ８４２ ＜０ ００１
　 ｘ２ －７ ９５５ －０ １９８ －４ ２３３ ＜０ ００１

有效教学行为总分 ０ １８１ ０ ３６０ ８ ９３５ ＜０ ００１

　 　 注： 赋值方法， 学历， 大专＝ ０， 本科＝ １； 第一报考志愿， 否 ＝ ０， 是 ＝ １； 以 “个人兴趣” 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哑变量 ｘ１： 容易就业、 专业
调剂＝ ０， 他人建议＝ １； 哑变量 ｘ２： 他人建议、 专业调剂＝ ０， 容易就业＝ １； 有效教学行为原值录入。 两层间的 ΔＲ２ ＝ ０ １２７。

知识、 专业技能， 提高综合素养， 从而提升核心能力

的必要阶段。 临床教师可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护理

实习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加强核心能力的

培养。
目前， 我国临床护理带教师资队伍建设存在临床

教师缺乏教育学知识、 对其角色认知及教学意识薄弱

等问题， 教学医院管理者应将教育学理论、 方法、 经

验纳入临床教师培训， 以培养教师教学技能， 提高临

床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
本研究显示，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与有效教学行

为各维度均呈正相关， 说明临床教师的教学行为越出

色， 护理实习生核心能力越强。 分层回归结果显示，
有效教学行为对核心能力的影响较大。

有研究运用社会认知视角对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理

论进行阐释， 认为认知变量 （如护理实习生对教师

的评价） 通过与环境变量 （如教师经验指导、 模仿

学习） 的相互作用， 促进个体核心能力的发展［１１］。
自我调节学习理论认为， 个人学习目标的达成受个

人、 行为及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 护理实习生对教学

行为的认知、 经验指导、 社会性援助是影响其学业成

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护理实习生对教师有效教学行为

的评价对其核心能力提升可产生积极的影响。
护理管理者应利用数字化教学的便利， 实现临床

教师规范化培训、 加强型培训及考核， 以提高师资整

体素质， 通过提高临床教师有效教学行为， 促进学生

核心能力的培养［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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