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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explore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Methods: A total of 147 nursing undergra-
duates of 2015 and 2016 were selected from the nursing school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Xinjiang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156 nursing undergraduates of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mode of integrated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nursing technology op-
eration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nurse core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Results: 
The scores of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89.07 ± 4.56 points), nursing skill operation ability (88.34 ± 
2.43 poi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300.34 ± 52.85 points) and nurse core ability (2.75 ± 0.47 
poi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
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ed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established by undergraduate nursing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clinical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nurse core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closely integrate the college and hospital, and improve the stu-
dents’ clinical post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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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构建院校一体化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体系，并探讨其实施效果。方法：以新疆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5级及2016级护理学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整群抽取2015级护理学本科学生147人设为对照组，

2016级护理学本科学生156人设为实验组，对照组采用原培养模式，即院校合作培养模式；试验组采用

院校一体化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体系模式，比较两组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护理技术操作能力、评判性思

维能力、护士核心能力。结果：实验组临床实践能力(89.07 ± 4.56分)、护理技术操作能力(88.34 ± 2.43
分)、评判性思维能力(300.34 ± 52.85分)、护士核心能力(2.75 ± 0.47分)得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构建的护理本科专业院校一体化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体有助于提高

本科护理学生临床能力、创新能力和护士核心能力，密切学院与医院整合，利于提升学生的临床岗位胜

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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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改进一步深化，护理人才的培养随着护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培养具有较强领悟运用知

识、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新时期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在医学教育阶段，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重点在临床能力的培养，临床能力[1]是通过临床实践而形成的解决临床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

巧，它是临床知识、临床技能、临床思维、临床经验、职业态度等综合性的体现。院校合作[2]现已成为

培养临床能力重要的护理实践教学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临床护理实践教学方面存在学校和医院的带

教老师的授课与操作方法缺乏同质性的矛盾[3]，不仅严重影响护生的学习信心及实习效果[4]，更是造成

护理专业学生的培养与使用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才培养实际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偏差[5]，院校一体化实

践教学体系[6]是一种新的教学体，一体化是指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技能培训为一体的新的教学

体系，包含实践教学内容一体化和实践教学体系设置一体化，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2. 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新疆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5 级及 2016 级护理学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整群抽取 2015 级、2016
级护理学本科学生共 303 人，将 2015 级 147 个本科护理学生设为对照组，其中男 18 人，女 129 人，年

龄 21~24 岁(22.36 ± 1.28 岁)；2016 级 156 个本科护理学生设为实验组，其中男 14 人，女 142 人，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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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岁(22.94 ± 1.07 岁)。两组学生之间的年龄、入学成绩、专业课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研究方法 

干预方法 
对照组执行原培养模式，即院校合作培养模式，学校和医院的带教老师教授理论课和专业课。实验

组实施院校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具体如下。 
1) 教学基地的遴选 
① 教学基地与实践基地一体，教学医院是医学院校临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临床实践

能力的重要场所。我校以岗位需求和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为引导，对临床教学基地进行选择，最终确定教

学基地，包括科室设置齐全，满足和符合临床实践教学大纲所涉及所有内容及标准要求。② 由医院临床

护理教研室、临床带教老师和护理学院主管教学部门、学院教师组成管理小组，定期对学生临床实践情

况进行巡查，对学生的实践情况等进行满意度的调查。 
2) 教师的培训 
1、学院老师与临床带教老师一体化培训“双师型”教师，加强双师型护理师资岗位胜任能力的培养，

建立规范的教师队伍发展计划，以确保有足够优秀的“双师型”护理师资从事临床实践教学。2、教师培

训方式：① 每学期举办专题教育讲座；② 为“双师型”教师开展岗位技能竞赛；③ 教师参加“护理师

资培训班”，使护理教师队伍掌握最新的理念和方法。 
3) 教学模式 
① 采用理论与实践紧密交叉的教学模式，通过与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合作，让学生自主地参与护

理活动过程，使学生掌握最贴近临床的知识和技能。② 开展多维度教学，采用行为导向[7]教学模式，在

明确护理核心技能体系基础上，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如在专业课教学中根据各门专业课教学

内容特点，通过多种媒体资源将护理操作技术整合成微课程，结合案例分析法、体验教学法和情景教学

法等活动示范教学方法，依托校内的实验教学中心，让学生在真实的操作环境中掌握理论知识。 
4) 实施校院一体化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体系 
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是指课程教学实践、岗位能力实践、素质能力拓展实践教学体系设置一体化[8] 

[9] [10] [11]。① 构建一体化外科护理实践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托校内的护理实训实验中心，整合成微

课程，结合案例教学法、体验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在真实的操作环境中掌握理论知

识运用于临床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的合作，将最新的临床进展等及时充

实于外科护理实践教学中，形成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外科护理实训教学方案。② 构建一体化外科护理实践

教学的评价方式：建立实践教学考核和评价机制，制定严格的考核与成绩评定办法，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③ 构建一体化外科护理实践教学的管理机制，规范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质量要求，教学监督常态化。④

通过实践教学与技能竞赛相结合，开展护理综合实训技能竞赛，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5) 教学的考核与评价 
对临床护理实践教学进行考核：① 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客观结构化考核标准(OSCE) [12]在标准化病

人配合下对每位学生进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分值为 5~10 分，百分制。② 护理技术操作考核，考核项

目与护理本科技能大赛技术操作项目相同，由培训护理本科技能大赛选手的教师对每位学生随机抽考一

项操作，百分制。③ 中文版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量表(Chines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CRDI-CV) [13]，了解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特征状况，该量表包括寻找真相的能力、思想开放程度、分

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未知欲和认知成熟度 7 个维度，共 70 个条目，总分 70~420
分，总分 > 280 表示有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350 分表示有较强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总量表 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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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数为 0.798 [13]。④ 采用中国注册护士核心能力量表(Competency Inventory for Registered Nurses, 
CIRN)：全面综合评估学生的核心能力。量表由刘明等[14]研制，包括 7 个维度，它们分别是评判性思维

/科研能力、临床护理、领导能力、人际关系、伦理/法律实践、专业发展和教育/咨询，共 58 个条目。每

个条目使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依次为 0~4 分，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2.3. 统计学方法 

问卷经审核合格，回收率 100%，利用 EpiData 3.1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双人录入和一致性检验，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描述，两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描述，两组间比较用 t 检验，均设定检验水准 α = 0.05。 

3. 结果 

3.1. 两组学生临床实践能力、护理技术操作考核的得分比较 

两组学生在临床实践能力、护理技术操作考核的得分具有差异性(P < 0.05)，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and nursing skill operat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303) 
表 1. 两组临床实践能力、护理技术操作考核得分比较(n = 303) 

组别 人数 临床实践能力 护理技术操作考核 

对照组 147 82.63 ± 26.32 79.24 ± 17.04 

实验组 156 89.07 ± 29.56 88.34 ± 22.43 

t/X2 - 10.235 9.187 

P - <0.001 <0.001 

3.2. 两组学生教学体系实施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量表的得分比较 

两组学生教学体系实施前评判性思维能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232.51 ± 57.39)和(243.12 ± 
64.32)，结果无差异(P > 0.05)；实验组学生教在学体系实施后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到很大提高(300.34 ± 
62.85)，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n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ssessment sca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303) 
表 2. 两组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量表的得分比较(n = 303)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寻找真相 40.62 ± 14.72 41.02 ± 15.36 −1.24 >0.05 41.87 ± 12.38 45.67 ± 11.37 −4.12 <0.05 

开放思想 41.69 ± 15.23 40.83 ± 14.39 1.38 >0.05 42.66 ± 11.38 42.60 ± 7.90 0.02 >0.05 

分析能力 32.39 ± 13.84 32.33 ± 13.14 0.12 >0.05 39.67 ± 9.15 45.33 ± 9.48 −8.56 <0.05 

系统化能力 32.09 ± 11.29 33.00 ± 11.94 −0.10 >0.05 33.02 ± 8.22 38.45 ± 10.31 −5.32 <0.05 

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 

35.69 ± 9.48 34.89 ± 10.12 0.02 >0.05 35.89 ± 8.15 41.32 ± 13.86 −10.56 <0.05 

求知欲 50.02 ± 15.20 50.83 ± 15.64 −6.43 >0.05 53.23 ± 17.15 54.06 ± 14.69 −0.09 >0.05 

认知成熟度 30.98 ± 11.37 35.34 ± 13.74 −2.15 <0.05 31.99 ± 12.77 40.34 ± 11.07 −15.69 <0.05 

总分 232.51 ± 57.39 243.12 ± 64.32 −0.68 >0.05 242.45 ± 55.47 300.34 ± 62.85 −8.9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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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两组学生教学体系实施前后护士核心能力量表的得分比较 

两组学生在教学体系实施后护士核心能力量表的得分比较具有差异性(P < 0.05)，评判性思维/科研得

分最高(2.94 ± 0.82)，教育/咨询得分最低(2.14 ± 0.45)，具体各维度得分详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student nurses’ core competence scale between two groups (n = 303) 
表 3. 两组学生护士核心能力量表得分的比较(n = 303) 

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伦理/法律 
实践 

2.60 ± 0.39 2.79 ± 0.56 −3.798 <0.001 2.61 ± 0.45 2.84 ± 0.76 −3.693 <0.001 

人际关系 2.29 ± 0.35 2.23 ± 0.29 0.531 >0.05 2.35 ± 0.46 2.78 ± 0.62 −5.153 ＜0.001 

领导能力 2.10 ± 0.12 2.16 ± 0.25 0.589 >0.05 2.23 ± 0.45 2.26 ± 0.46 −1.102 <0.05 

专业发展 2.25 ± 0.32 2.25 ± 0.42 0.001 >0.05 2.58 ± 0.60 2.93 ± 0.38 −5.032 <0.001 

临床护理 2.23 ± 0.26 2.01 ± 0.85 3.458 <0.001 2.37 ± 0.73 2.82 ± 0.69 −5.897 <0.001 

评判性思 
维/科研 

2.11 ± 0.98 2.19 ± 0.69 −0.701 >0.05 2.33 ± 0.54 2.94 ± 0.82 −6.002 <0.001 

教育/咨询 2.00 ± 0.11 2.05 ± 0.29 −0.563 >0.05 2.11 ± 0.61 2.14 ± 0.45 −0.459 >0.05 

总均分 2.24 ± 0.87 2.29 ± 0.26 −0.356 >0.05 2.41 ± 0.38 2.75 ± 0.47 −2.668 <0.05 

4. 讨论 

实践教学是指采用实践方式，对理论知识进行巩固和对理论课程加深认识的教学手段及过程，旨在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提高动手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14]。 

4.1. 适应护理发展新需求，改革教学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临床实践能力、护理技术操作考核的得分具有差异性(P < 0.05)。《全国

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强调要积极推进科学方法的运用，不断改进护理教育，建立多元护理

专业学生培训体系，本研究通过建立校院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多家三级甲等医院建立“院校”一体

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医院先进的仪器设备，并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带教，使学生的职业能力得到

明显提高[15]，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2. 重视临床实践提升岗位胜任力 

本科学生毕业后将主要在护理临床工作，服务于临床一线。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拥有丰厚的知识，还

要有较强的临床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将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量表的得分对照

组(242.45 ± 35.47 分)与实验组(300.34 ± 52.85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我校在院校一体化

临床护理实践体系中把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放在同一位置，开展了多维度的教学方式，注重实

践能力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效果显著。只有培养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型人才，才能

满足临床护理服务实践的需求[16]，从而更好服务于临床。 

4.3. 注重核心能力，突出职业特色 

随着社会需求越来越高，全面性护理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要，我校以加强双师型护理师资岗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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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能力的培养为核心，采用院校联合培训模式，体现高校与医院间的优势互补。建立了优秀的“双

师型”护理师资团队从事临床实践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培训和临床护理能力，还具有较

强的科研能力培训和评判性思维能力，带教老师以“理论知识、实践能力、科研能力”三位一体为

主导教学，使学生全面发展。本研究结果显示：护士核心能力量表的得分对照组(2.41 ± 0.38 分)与实

验组(2.75 ± 0.47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护士在为患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时刻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只有知识、技能和态度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护理工作，促进学

科的发展[17]。 

5. 小结 

如何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是临床实践教学关键。我校构建的院校一体化教学体系，使护理课堂

与临床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提升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改善了院校合作式临床护理实践教学模式中学校和医院的带教老师的授课与操作方法缺乏同质性的矛盾。

切实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和就业竞争力，凸显一体化实践教学在护理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性，目前已收

到了较好的效果。对培养出适用于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实现人才、高校与医院互助合作共赢，对于保证

护理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的紧密衔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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