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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构建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培养模式，为护理专业学

位研究生临床实践培养模式的完善和实施提供一定的依据。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半结构化访谈

法形成本研究最初问卷，采用德尔菲法对18名专家进行两轮专家咨询。结果：两轮函询问卷的专家积极

程度均为94%，专家权威系数为0.847和0.844；两轮函询的协调系数经卡方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经修订形成最终具有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护理专硕生临床实践培养模式，包括：4个一

级指标(临床实践培养目标、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四

个部分)、10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护理专

硕生临床实践培养模式，为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改革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为高等护理人才培养

与临床岗位胜任更好衔接，为推动护理创新型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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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model for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tency, and to provide certain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model for 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 
The initial questionnaire was formed b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f ex-
perts, and 18 experts were consulted by Delphi method for two rounds. Results: The expert posi-
tive degree of the two rounds of correspondence questionnaire was 94%, and the expert authority 
coefficient was 0.847 and 0.844. Chi-square test show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two rounds of correspond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1). The revised clinical prac-
tice training mode of nursing master students wit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tency 
has been formed, including: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objectives,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post ability training, clinical practic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clinical practice 
authenticity evaluation of four parts), 10 second-level indicators, 44 third-level indicators. Con-
clus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model for nursing master students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tency,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educa-
tion reform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students and provides a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nurs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linical post competency,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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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0 年批准设置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明

确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1]，《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中指出：要以需求为导向、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逐步建立院校、毕业后和继续教育之间相互衔接的高

质量护理人才培养体系[2]。在“十四五”护理事业发展指标中指出到 2025 年护士队伍数量持续增加，为

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需要，应加强建立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

护士培训制度[3]。而目前关于 MNS 的培养只有一个指导性的方案，因此各个地区、院校的 MNS 培养自

成体系、差异较大。现阶段 MNS 作为我国护理专业领域中的新生力量，将在提高临床专业化护理水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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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培养质量将直接影响着护理卫生人才的发展趋势[4]。对于具有协同创新、岗位胜任

能力的 MNS 临床实践培养模式能更有助于推动护理人才培养与高发展、高要求的卫生行业相适应。本研

究采用两轮德尔菲专家函询的方式构建具有系统的理论专业知识、较强的临床思辨能力、协同创新能力

和更好的岗位胜任能力的 MNS 临床实践培养模式，以“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临床实践、岗位胜任”为

中心目标，更好的实现高层次专科型护理人才与卫生行业准入标准的紧密链接，以实现学校教育与职业

生涯继续教育无缝结合[5]，减少断层，提高人才利用率。 

2. 方法 

2.1. 成立课题小组 

本研究课题小组由 8 名成员组成，包括护理学教授兼主任护师 2 名、主任护师 3 名、护理硕士研究

生 2 名、护师 1 名。课题组成员具有丰富的护理临床经验及从事护理教育教学工作多年，为课题的开展

奠定了丰富的基础。课题组成员负责查阅文献、拟定专家函询问卷、选择函询专家、发放问卷及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和整理。 

2.2. 文献研究 

文献查阅以“协同创新、创新能力、岗位胜任能力、岗位核心胜任力、护理临床实践、护理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方案构建”等作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查阅国内

近 5 年文献；以“collaborative innovation/position competence/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cultivating mode”等作为关键词，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查阅国外近 5 年文献。

初筛删除重复后共计 132 篇文献，其中英文 7 篇，经过题目、摘要筛查后共计 51 篇，阅读全文最后纳入

28 篇，其中英文 3 篇，研究对象涵盖专业硕士研究生和临床护士。通过比较和综合国内外 MNS 研究生

的培养方案，最终决定从实践目标、实践方法、实践内容、考核评价四个方面入手。 

2.3. 编制专家函询问卷 

课题组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6]，通过专家半结

构化访谈法，系统分析法初步拟定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框

架问卷。包括临床实践培养目标、临床实践模式、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 4 个一级

目标、10 个二级目标和 44 个三级目标。并通过小组内部成员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形成正式的函询问卷。

问卷总共包括：一、致专家信；二、《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临床实

践培养模式的构建》专家函询问卷；三、专家基本信息调查表。其中函询问卷一级指标包括临床实践培

养目标、临床实践的模式、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四个方面，问卷各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不重要”至“非常重要”按序赋值 1~5 分。每个条目旁均设有意见修改栏，供专家提出

修改意见。 

2.4. 遴选函询专家 

遴选来自高校和三甲医院常年从事护理教育、护理临床、护理管理、研究生管理及卫生事业管理的

18 名专家作为正式函询的对象。函询专家纳入标准：在三级甲等医院从事护理临床、护理管理、护理教

育等相关工作；或在设立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的院校从事护理教育工作；本科及以上学历，对本研究有足

够的了解和积极性，自愿参加本研究。最终来自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16 名专家参与并完成了本

研究的两轮函询，其中 8 名为硕士生导；本科学历 4 名、硕士学历 11 名、博士学历 2 名；高级职称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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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高级职称 1 名、中级职称 5 名、其他 3 名；临床护理管理专家 3 名、护理教育专家 4 名、临床护理专

家 7 名、研究生管理专家 1 名、卫生事业管理专家 1 名；年龄分布：≤30岁 3 名、30~40 岁 3 名、41~50
岁 6 名、50 岁以上 4 名(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xperts 
表 1. 专家基本情况表 

项目 分组 例数 构成比% 

年龄 

<30 3 18.75 

30~40 3 18.75 

41~50 6 37.50 

≥50 4 25.00 

最高学历 

本科 4 25.00 

硕士 11 68.75 

博士 1 6.25 

技术职称 

正高级 7 43.75 

副高级 1 6.25 

中级 5 31.25 

其他 3 18.75 

是否为导师 

非导师 8 50.00 

硕士导师 6 37.50 

博士导师 2 12.50 

2.5. 进行专家函询 

本研究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开展两轮专家函询。第一轮函询结束后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对于重要性赋

值 < 3.5 和变异系数 > 0.25 的条目，针对专家意见进行删除、修改以及合并，经过小组内修改完善后形

成第二轮函询问卷。经过第二轮函询问卷专家意见基本统一，剔除重要性赋值 < 3.5 和变异系数 > 0.25
的条目并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最终培养模式。 

2.6. 资料整理与分析 

采用 Excel 与 SPSS24.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与百分比(%)表示。专家积极程度(Cj)以问卷的回收率表示；专家权威程度以专家权威系数(Cr)
表示，通过专家熟悉程度、判断依据二者的均值计算；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变异系数(CV)和肯德尔协调

系数(Kendall’s W)表示[6]。 

3. 结果 

3.1. 专家积极系数 

第 1 轮发出问卷 18 份，最终回收 17 份，回收率 94.4%，共有 10 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第 2 轮发

出函询问卷 17 份，最终回收 16 份，回收率 94.1%，两轮均超过 70%，说明专家积极性较高(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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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experts’ activeness 
表 2. 专家积极程度统计表 

 发放数 回收数 回收率 有效问卷数 有效率 提出意见专家数 百分比 

第一轮 18 17 94.4% 17 100% 10 58.8% 

第二轮 17 16 94.1% 16 100% 4 25.00% 

3.2. 专家权威程度 

专家权威程度系数(Cr)：判断依据系数(Ca)和熟悉程度系数(Cs)的算术平均值。本研究中，第 1 轮

和第 2 轮的 Cr 分别 84.705%和 84.375%。说明专家对本研究咨询内容权威程度高，结果可靠(具体结果

见表 3)。 
 
Table 3. Statistical table of expert authority degree 
表 3. 专家权威程度统计表 

 专家判断依据(Ca) 专家熟悉程度(Cs) 专家权威系数(Cr) 

第一轮 94.12% 75.29% 84.71% 

第二轮 93.75% 75.00% 84.38% 

3.3.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通过肯德尔协调系数表示，两轮专家函询后的协调系数 χ2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Coordination degree of expert opinions 
表 4.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Kendall’s W 值 X2值 df 值 p 值 

第一轮 0.107 112.366 62 <0.001 

第二轮 0.113 108.199 60 <0.001 

3.4. 临床实践培养模式修改内容 

根据两轮专家修改意见与课题组成员讨论：删除态度目标中的“学校–医院产学协同的实践共同体

理念”，专家认为该条目不能体现 MNS 培养的态度目标，对于该条目专家的意见协调程度也较低(CV = 
0.249)。临床实践带教模式中：学校–临床双导师负责制条目中专家建议修改为学校–护理临床双导师负

责制，更加突出护理临床专业带教模式。临床实践带教模式中的实践基地应满足临床教学基地管理规定

条目修改为实践基地应满足临床实践基地管理规定，条目更加突出了临床实践，更加符合本研究的岗位

胜任能力中的实践目标。(其他具体条目修改内容见表 5)。 

3.5. 函询结果 

最终两轮函询后形成的临床实践培养模式包括临床实践培养目标、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临

床护理实践内容与要求、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 4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44 个三级指标，具体内容

见表 6、表 7、表 8 和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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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ummary of selec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item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correspondence questionnaire 
表 5. 第二轮函询问卷条目筛选与修改情况汇总 

指标 具体内容 处理结果 

1.临床实践培养目标 
1.1.态度目标 1.1.3.学校–医院产学协同的实践共同体理念 删除 

1.2.知识目标 1.2.3.获得专科常见症状管理与评估知识 
1.2.4.研究方向有关的常见病种的专科化临床知识 

合并修改：为获得专科常见病种症

状管理与评估知识 

1.3.能力目标 1.3.1.岗位需求为导向护理实践能力(级别护理) 修改为：专科科室岗位需求为导向

的护理实践能力 

2.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 
2.1.临床实践带教模式 2.1.1.学校–临床双导师负责制 修改为：学校–护理临床双导师负

责制 

2.1.临床实践带教模式 2.1.3.实践基地应满足临床教学基地管理规定 修改为：实践基地应满足临床实践

基地管理规定 

2.2.临床实践以岗位需求为导

向的实施方式 2.2.1.临床实践轮转手册 修改为：临床轮转计划 

2.3.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临床

实践轮转 
2.3.1.基础临床科室 
2.3.2.培养方向临床专科科室 

合并修改：基础临床科室与专科化

培养科室 

3.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 
3.2.临床专科继续教育学习 3.2.1.专业方向专业思维能力个案护理方案 修改为：专科个案护理 

3.2.临床专科继续教育学习 3.2.6.基于角色的针对性多元化护理 删除 

4.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 
4.1.临床实践能力结局 

4.1.3.研究方向专业领域护理专题综述 
4.1.4.科研能力考核–研究方向相关的护理研究成

果与论文发表 

合并修改：临床实践相关的护理专

题综述 

 
Table 6. Cultivation objectives of MNS clinical practice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tency  
表 6. 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 MNS 临床实践培养目标 

条目 重要性赋值(x ± s) 变异系数 CV 

1.临床实践培养目标 5.00 ± 0 0 

态度目标 4.88 ± 0.34 0.07 

1.1.1.良好的职业道德 5 ± 0 0 

1.1.2.高度的职业认同感 4.88 ± 0.34 0.07 

1.1.3.协同创新目标 4.94 ± 0.25 0.05 

1.2.知识目标 4.94 ± 0.25 0.05 

1.2.1.获得循证实践的实证护理知识 4.81 ± 0.40 0.08 

1.2.2.获得健康评估与危机识别知识 4.81 ± 0.40 0.08 

1.2.3.获得专科常见病种症状评估与管理知识 4.75 ± 0.58 0.12 

1.2.4.获得专科化实践中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 4.69 ± 0.48 0.10 

1.3.能力目标 5.00 ± 0 0 

1.3.1.专科科室岗位需求为导向的护理实践能力 4.63 ± 0.81 0.17 

1.3.2.以问题为核心的床边护理(PBM) 4.88 ± 0.34 0.07 

1.3.3.评价利用和实施临床研究 4.75 ± 0.5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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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3.4.临床跨专业协同合作能力 4.63 ± 0.89 0.19 

1.3.5.医院/社区健康教育和推广行动 4.44 ± 0.89 0.20 

1.3.6.临床伦理决策能力 4.44 ± 0.63 0.14 

1.3.7.基于不同文化背景提供多元化护理 4.38 ± 0.89 0.20 
 
Table 7. MNS training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post ability training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tency 
表 7. 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 MNS 培养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 

条目 重要性赋值(x ± s) 变异系数 CV 

2.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 5.00 ± 0 0 

2.1.临床实践带教模式 4.88 ± 0.34 0.070 

2.1.1.学校–护理临床双导师负责制 4.94 ± 0.25 0.051 

2.1.2.医院导师具有所属领域的专科护士资质(国家级/省级)或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 4.88 ± 0.34 0.070 

2.1.3.临床实践基地管理规定 4.94 ± 0.25 0.051 

2.2.临床实践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实施方式 4.63 ± 0.81 0.174 

2.2.1.临床轮转计划 4.75 ± 0.45 0.09 

2.2.2.临床实践个案护理分析汇报 5.00 ± 0 0 

2.2.3.参与专科科室的专题讨论、学术交流 4.88 ± 0.34 0.07 

2.2.4.师生临床实践经验分享交流 4.75 ± 0.58 0.12 

2.2.5.制定轮转科室典型疾病的循证专科护理 SOP 4.63 ± 0.72 0.16 

2.2.6.参与临床专科科室疑难、死亡病例讨论 4.63 ± 0.62 0.13 

2.2.7.参与临床教学查房(包括护理查房和医疗查房) 4.81 ± 0.40 0.08 

2.2.8.操作示教与情景模拟实训 4.63 ± 0.50 0.11 

2.3.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临床实践轮转 4.63 ± 0.50 0.11 

2.3.1.基础临床科室与专科化培养科室 4.63 ± 0.62 0.13 

2.3.2.全科医学科 4.5 ± 0.52 0.12 

2.3.3.护理管理实践 4.75 ± 0.45 0.10 
 
Table 8.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of clinical practice of MNS training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
tency 
表 8. 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 MNS 培养临床实践内容与要求 

条目 重要性赋值(x ± s) 变异系数 CV 

3.临床护理实践内容与要求 4.94 ± 0.25 0.05 

3.1.临床专科适用性岗位胜任能力训练 4.88 ± 0.34 0.07 

3.1.1.常见病、多发病的专科化护理计划与实施 4.75 ± 0.45 0.09 

3.1.2.评估患者需求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 4.63 ± 0.50 0.11 

3.1.3.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处理病人有关的健康资料 4.75 ± 0.45 0.09 

3.1.4.应用护理程序完成临床专科病人全程护理，进行护理结局评价 4.75 ± 0.45 0.09 

3.1.5.参与一、二、三级护理质控活动，研究改善护理质量的策略 4.56 ± 0.6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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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2.临床专科继续教育学习 4.56 ± 0.63 0.14 

3.2.1.专科个案护理操作技能 4.69 ± 0.60 0.13 

3.2.2.参与临床教学与专科护理教案编撰 4.63 ± 0.62 0.13 

3.2.3.撰写护理质量管理活动策划书 4.5 ± 0.73 0.16 

3.2.4.掌握专科护理操作技能(PICC、造口、呼吸机、ECMO、气管切开护理等) 4.63 ± 0.62 0.13 

3.2.5.使用各种护理风险评估工具(Morse、压疮等) 4.81 ± 0.40 0.08 
 
Table 9. Authenticity evaluation of clinical practice of MNS cultivation based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post compe-
tency 
表 9. 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 MNS 培养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 

条目 重要性赋值(x ± s) 变异系数 CV 

4.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 4.88 ± 0.34 0.07 

4.1.临床实践能力结局 4.88 ± 0.34 0.07 

4.1.1.护理病历书写考核 4.69 ± 0.48 0.10 

4.1.2.现场病例答辩考核 4.5 ± 0.89 0.20 

4.1.3.临床实践相关的护理专题综述 4.63 ± 0.89 0.19 

4.2.临床实践行为评价 4.56 ± 0.51 0.11 

4.2.1.真实的任务–特定岗位临床模拟任务或真实性任务实践考核(出科考核) 4.81 ± 0.40 0.08 

4.2.2.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 (考核紧密结合临床专科方向实际病案，真实临床

情境)(终结性考核) 
4.81 ± 0.40 0.08 

4.2.3.临床实践轮转手册 4.69 ± 0.48 0.10 

4. 讨论 

4.1. 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 MNS 临床实践培养模式构建的科学性 

本研究函询专家 75%(12 名)都为硕士及以上学历，50%(8 名)为硕士生导师，在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

领域经验丰富。两轮函询问卷的回收率皆为 94%，并且第一轮中 58.8%专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表明

函询专家对于课题的参与积极性较高；两轮函询的专家权威系数均为 0.84，专家在本课题中的权威性较

高；两轮的肯德尔系数分别为 0.107 和 0.113，经卡方检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说明专

家意见的协调程度较高。各专家从事研究领域包括护理教学管理、科研、临床专科护理、研究生管理以

及公共卫生事业管理领域等，本研究专家代表性好、积极性高、权威性高，函询意见可靠可信，可为本

研究培养方案提供不同领域丰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保证了本研究方案构建的科学合理性。 

4.2. 基于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 MNS 临床实践培养模式构建可行性分析 

4.2.1. 临床实践培养目标 
MNS 的培养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国高等护理教育与高层次临床

护理人才应用的之间的桥梁[7]，其培养目标为整个培养方案指明了方向，在原有的培养基础上强调态度、

知识、能力的全面发展，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职业认同感、协同创新的态度目标；具有专科

化常见病种症状评估、交叉学科应用、科研动态及热点分析等知识目标；具备扎实的临床护理实践能力，

实现患者的多元化护理，展现创新性护理科研转化等能力目标；要求 MNS 研究生能独立解决临床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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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见护理问题，胜任临床工作岗位，还能展现护理科研创新态度与科研转换能力。本研究参考新入职

护士培训大纲、专科护士培训、专业学位轮转要求等制定培养目标，在新入职护士要求够掌握临床护理

工作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强调 MNS 培养的专科化临床实践和岗位胜任能力以及协同创新能力。

因此在培养目标中设置了协同创新的态度目标、获得专科常见病种症状评估与管理的知识目标、临床跨

专业协同合作的能力目标、以问题为核心的床边护理(PBM)等条目其重要性赋值均较好(4.94 ± 0.25、4.75 
± 0.57、4.63 ± 0.89、4.88 ± 0.34)。探索具有岗位胜任能力与协同创新的护理专业人才培养路径，为更好

填补我国护理高等专业人才培养与不断发展的卫生事业之间的衔接的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实现 MNS 的培养与临床应用的无缝对接与创新型发展。 

4.2.2. 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 
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是实现 MNS 培训过程对于岗位胜任适应能力的关键环节。从临床实践带

教模式、临床实践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实施方式、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临床实践轮转 3 个二级指标出发。

通过临床实践带教模式中对带教形式、带教导师的资质与临床实践基地的管理等作出规定，能为实现

MNS 的临床培养提供更优质的资源、基地环境，是人才培养的保障。临床护理指导教师是护理人才培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护理教育的关键环节之一[8]，导师负责制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制度，导师的

培养风格研究方向等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产生深远影响[9]。本研究提出了学校-护理临床双导师负责制、

导师需具有专科护士资质(国家级/省级)或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等要求，均得到专家的一致肯定(具体见表

7)。关于临床实践的实施方式，本研究提出要以岗位需要为导向制定相关临床轮转计划、进行个案护理

汇报、参与专题讨论、疑难病例讨论、参与临床教学查房等 8 个条目(具体见表 7)，可以帮助 MNS 了解

科室重难点疾病的护理、查房等工作，明确岗位需求与自身角色任务才能更好提前适应岗位。其中个案

护理这一条目的意见协调程度最高，都认为个案护理的实践非常重要(x ± s=5.00 ± 0，CV = 0)，邹小芳[10]
等研究者也表明参与患者的个案护理有助于学生明确责任护士的职责和更好的适应专科护士的角色。而

美国对于高级个案管理实践护士的角色，其工作重点从医学、社会、心理全面评估患者的需求，协调各

医疗部门，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治疗方案[11]。因此个案护理对于提高 MNS 的实践能力以及岗位胜任能力

十分有必要。 

4.2.3. 临床护理实践内容与要求分析 
临床护理实践内容与要求一级指标中包含岗位胜任能力训练与专科化继续学习两个方面，本研究强

调岗位胜任能力培养的同时注重 MNS 研究生的专科化发展；使得 MNS 的培养与临床实践链接的基础上

在其专科领域学有所长。吴艳梅[12]等研究者将 MNS 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与新入职护士培训、专科护士培

训融合并轨进行，采用整合的培养方案培养 20 名 MNS 研究生，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有较好的满意度。

该模式还在探索中，本研究考虑护理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除了保证临床工作的同时，还会参与教学、管

理等工作：因此设置了专科护理操作技能(PICC、造口、呼吸机、ECMO、气管切开护理等)、护理风险

评估工具(Morse、压疮等)条目，可根据具体的专科科室灵活的调整以适应专科化的临床工作；还设置了

临床教学与专科护理教案的撰写、护理质量管理的活动策划等条目，以满足不同的工作、岗位需求。其

中对于使用各种护理风险评估工具(Morse、压疮等)实现临床风险管理这一条目其重要性赋值最高，为 4.81 
± 0.40，表明专家一致认为，其护理风险评估对于专科化学习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对于发现临床问题、风

险防控管理对 MNS 培养的重要性。关于岗位胜任能力中的运用信息化技术处理患者健康资料、完成专科

患者全程护理并进行护理结局评价等条目也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肯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护理

教育事业与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联合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临床管

理现也越来越普遍，因此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在患者全程化管理、评估中都非常重要。此外，临床轮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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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学生有无临床实践经验等，将应届生与有临床工作经历的学生区别对待，有利于对学生的个性化

培养[13]。 

4.2.4. 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 
评价指标是 MNS 研究生培养中必不可少的，良好的评价指标一方面可用于验证培养目标、检验教育

质量，另一方面亦可潜在督促研究生内在发展。目前国内尚缺乏统一的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评价方

法，学者们根据 MNS 研究生临床培养特点，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各学者出发点角度不同，考核的侧

重点也有所不同。其中多数研究包括思想素质、理论知识、临床实践能力、科研能力、临床教学能力等

评价。本研究的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中包含临床实践能力结局和临床实践行为评价两方面，共包括护理

病历书写、临床实践相关的护理专题综述、特定岗位临床模拟任务或真实性任务实践考核(出科考核)、客

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等共计 6 个三级指标。核评价一方面通过病历书写考核、病例答辩考核、临床

护理实践相关的护理专题综述体现其临床实践中的疾病评估、管理、创新的实践能力结局。另一方面通

过真实性临床模拟考核、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OSCE)、临床实践轮转手册评价 MNS 在临床疾病应对的

行为能力。其中专家对于 OSCE 考核方式的评价较高(重要性赋值为 4.81 ± 0.403，变异系数 0.84)，专家

一致认为该考核方式能模拟真实临床情境，较为真实反应学生的临床应变能力。李敏慧[14]等人研究表明

采用客观结构化考核模式对 MNS 研究生的临床案例分析能力有显著提升，为 MNS 的临床实践能力培养

提供了新思路。 

5. 小结 

聚焦高级护理实践人才培养的专业位教育是护理学历教育的发展趋势[15]。近年来关于我国 MNS 研

究生培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研究的角度、侧重点各有不同，也暴露出现存的一些问题：培养目标不

完善、评价体系不规范、师资力量存在欠缺、培养基地跟不上等问题。临床能力水平是反映 MNS 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临床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重要培养内容，但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的临床实践模式。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以“人才培养、协同创新、临床实践、岗位胜任”为中心目标，

从临床实践培养目标、临床护理实践岗位能力训练、临床护理实践内容与要求、临床实践真实性评价四

个方面较为系统的构建了 MNS 研究生临床实践模式。探索协同创新、岗位胜任能力的高层次护理人才有

利于满足卫生事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需求，优化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本研究所调查的专家群体在地

域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扩大专家

的选取范围、增加专家数量，以此继续完善 MNS 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进一步促进临床岗位胜任能力与协

同创新能力培养。课题研究今后将进一步进行实践应用，在实践中对本研究所构建的标准进行检验和完

善，以期为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以期为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培养建

设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为新医科背景下产学深度融合提供参考借鉴。 

基金项目 

2020 年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XJ2020JY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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